
《普通物理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00081010 
课程名称：普通物理实验 
英文名称：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s 
课程性质：大类基础课程 
学分/学时：1 学分/54 学时 
考核方式：笔试+实验操作考试 
开课学期：第 3 学期 
适用专业：理学、工学、教育学、医学各相关专业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二）上、下 
后续课程：物理化学实验（二） 
开课单位：纳米科学技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江美福 
大纲执笔人：江美福、叶超 
大纲审核人：王照奎 
选用教材：江美福 方建兴 主编，《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上、下册）（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3 年版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验训练，使学生具备下列能力： 
1. 通过对普通物理实验中有关误差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对实验现象的观察、物理量的测量以及对实验数据的

分析和处理，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并能用于设计/开发纳米材料合成、表征

及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2. 加深对物理学中有关基本原理的理解与掌握，能够设计针对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

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和科学实验素养。

掌握应用物理学原理对纳米科技领域的复杂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的方法。（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2） 
二、教学内容 
包含物理实验基础知识的绪论课程（4 课时），5 项综合性物理实验（15 课时），5 项设计性物理实验（15 课

时），5 项创新性物理实验（20 课时），共计 54 学时 
1. 绪论 

该部分讲授物理实验基础知识，使学生了解基础物理实验理论，了解实验的基本要求、注意事项，熟悉

误差理论，在做实验之前熟悉并掌握数据处理基础知识，是本门课程的引领介绍部分。 
2. 综合性物理实验 

（1）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的测定：掌握拉脱法测定水的表面张力系数的方法。 
（2） 弦振动的研究：掌握用驻波测出波速的方法。 
（3） 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的测量：掌握扭摆法测量切变模量和转动惯量的测量方法。 
（4） 迈克耳逊干涉仪的调节和使用：掌握迈克耳逊干涉仪的调节和使用方法，测量单色光的波长。 
（5） 示波器的使用：用示波器测量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和频率，观察利萨如图形，学习使用示波器和

信号发生器；用示波器测量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和频率；通过观察利萨如图形，加深对振动合成

概念的理解。 
要求学生：学习并使用基本仪器，掌握综合实验技巧 

3. 设计性物理实验 
（1） 电介质介电常数的测量：掌握测定固体电介质介电常数的原理和方法。 



（2） 纳米薄膜的制备：了解真空制备纳米薄膜的方法和技术。 
（3） 冷却法测量金属的比热容：了解牛顿冷却定律及金属的比热容；了解热电偶测温技术；掌握用

冷却法测定金属比热容的原理及方法。 
（4） RLC 电路谐振特性的研究：研究 RLC 串联电路的谐振特性，了解交流电路串联谐振的特点；掌握

测量谐振曲线的方法。 
（5） 椭圆偏振仪测量薄膜的厚度和折射率：测量不透明样品的布儒斯特角，计算折射率。用消光法

测定薄膜样品的厚度与折射率，了解椭偏仪的基本结构和使用方法；利用椭偏仪测量不透明样

品的布儒斯特角，计算折射率；掌握消光法测定薄膜样品的厚度与折射率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要求学生：加深对物理学中有关基本原理的理解与掌握，能够设计针对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 

4. 创新性物理实验 
（1） 等离子体参量的静电探针测量：用单探针法诊断电容耦合放电 Ar 等离子体、电子回旋共振放电

Ar 等离子体的等离子体参数。了解等离子体诊断在等离子体研究中的作用；熟悉等离子体诊断

的静电单探针法；掌握探针法诊断 Ar 气体放电等离子体参量。 
（2） 等离子体参量的发射光谱测量：采用光纤光谱仪测量 Ar、碳氟气体的容性耦合放电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通过光谱识别放电等离子体中的基团，测量基团的相对浓度。了解发射光谱在低温等

离子体诊断中的作用，掌握低温等离子体发射光谱诊断技术。学习使用光纤光谱仪测量 Ar、碳

氟放电等离子体的特性。 
（3） 纳米薄膜的红外光谱测定和分析：学习红外分光光度计测量薄膜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的技术和

方法。熟悉双光束红外分光光度计的操作以及系统软件使用方法；学习使用红外分光光度计测

量薄膜样品的红外吸收光谱。 
（4） 纳米薄膜的紫外光谱测定和分析：学习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量薄膜样品透射率和吸收系数

的技术和方法。熟悉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的操作以及系统软件使用方法；学习使用紫外可见

光分光光度计测量薄膜样品透射率和吸收系数。 
（5） 固体材料浸润性能的水接触角测量：学习接触角的测量方法与测量技术，测量特定材料（微电

子材料、纺织材料）的水接触角，研究材料的浸润性。了解液体对固体浸润性的基本知识；学习

液体在固体表面润湿接触角的测量方法与技术；研究特定材料（微电子材料、纺织材料）的水浸

润性。 
要求学生：能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复杂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

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三、课程成绩 
1.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通过对普通物理实验中有关误差理论知识的学

习和对实验现象的观察、物理量的测量以及对实

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知

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并能用于设计/开发纳

米材料合成、表征及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3-1） 

对实验教材上的思考

题和对实验中的现象、

产生的误差等进行讨

论和分析，尽可能地结

合物理有关理论，以提

高自己的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也为以

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一

定的基础。 

预习报告，课

堂 提 问 和 讨

论，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 

加深对物理学中有关基本原理的理解与掌握，能

够设计针对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注重培养学生

简要地用文字和公式

说明其原理。原理叙述

预习报告，课

堂 提 问 和 讨



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独立开展科学研

究工作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和

科学实验素养。掌握应用物理学原理对纳米科技

领域的复杂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的方法。（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5-2） 

简洁清楚，原理图、线

路图、光路图、公式完

整。开展实验的能力，

遵守实验安全规定和

规范操作，使用现代设

备的技能，数据收集能

力，实验现象观察和记

录。 

论，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 

 
2. 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 = 平时成绩（50%）+ 期末成绩（50%） 
 平时成绩 期末 

课程目标 1 0.4 0.4 
课程目标 2 0.6 0.6 

 
3.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 n 达成度 = (平时成绩*平时成绩权重*50%+期末成绩*期末成绩权重*50%)/(100*平时成绩权重

*50%+100*期末成绩权重*50%） 
 
4. 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90-100  

（优秀） 
75-89  

（良好） 
60-74  

（及格） 
0-59  

（不及格） 
通过对普通物

理实验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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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掌握物理实

验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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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普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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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实验数

据的分析和处

理，掌握物理实

验的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和基

本方法但不能

熟练用于设计/
开发纳米材料

合成、表征及应

用。 

通过对普通物

理实验中有关

误差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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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现象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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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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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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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能够设计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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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对物理学

中有关基本原

理的理解与掌

握，完全能够设

计针对复杂问

加深对物理学

中有关基本原

理的理解与掌

握，基本能够设

计针对复杂问

加深对物理学

中有关基本原

理的理解与掌

握，在教师帮助

下基本能够设

加深对物理学

中有关基本原

理的理解与掌

握，不太能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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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注重

培养学生的想

象力和创新能

力。提高学生独

立开展科学研

究工作的综合

素质 ,提高学生

的科学实验能

力和科学实验

素养。掌握应用

物理学原理对

纳米科技领域

的复杂问题进

行预测与模拟

的方法。 

题的解决方案，

有着充分的想

象力和创新能

力。完全能够独

立开展科学研

究工作。完全掌

握应用物理学

原理对纳米科

技领域的复杂

问题进行预测

与模拟的方法。 

题的解决方案，

具有想象力和

创新能力。能够

独立开展科学

研究工作。基本

掌握应用物理

学原理对纳米

科技领域的复

杂问题进行预

测与模拟的方

法。 

计针对复杂问

题的解决方案，

在教师帮助下

能够开展科学

研究工作。掌握

应用物理学原

理对纳米科技

领域的复杂问

题进行预测与

模拟的方法。 

题的解决方案，

不太能够开展

科学研究工作。

不能应用物理

学原理对纳米

科技领域的复

杂问题进行预

测与模拟的方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