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活动，实验课的教学

更是如此。要使教师的要求变为学生的需要和自觉

行动，就必须贯彻“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原则。教

师的主导作用在于激发、引导和督促学生的学习，而

知识和能力的获取主要靠学生自己的努力。为使学

习成为学生独立思考、培养能力的过程，必须充分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发挥其认识的

主体地位。在实验教学中应着重突出物理思想，注意

培养实验设计能力。

! 突出物理过程、培养学生的实验设

计能力

考虑到我系物理专业（本科）的师范性质和学生

的实际情况，学生分组实验的原理、方法、步骤一般

由教材给出，为突出物理过程、培养学生的实验设计

能力，我们在一些实验中适当安排了部分设计性内

容。如“用牛顿环测定透镜曲率半径”实验，在主题内

容之外，我们安排了下述内容：用读数显微镜及两块

平板玻璃测定头发丝的直径，要求学生自己拟定实

验方法。为实现这一测量目的，同学们一般都知道将

头发丝夹在玻璃之间的一端，而后在读数显微镜下

观察钠光产生的干涉条纹，并测条纹间距!"。但待

测的头发丝直径!与!"关系如何，还需要测量什么

其它物理量，他们就不怎么明白了，大多数同学推说

公式忘记，回去查书，就想离开。这时，我们不是听其

自然，开绿灯放行，而是针对学生实验中的盲目性、

物理思想模糊等问题有的放矢地组织他们进行讨

论。从分析现象的物理本质入手，逐步深入，直到他

们能设计出正确、完整的实验方法为止，在讨论中，

首先明确所观察到的是劈形空气薄膜两表面反射光

产生的等厚干涉条纹，这就是实验的物理机理。随后

回顾了干涉相长和干涉相消条件，考虑到半波损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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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为条纹所在处膜的厚度，’#为薄膜第一表面处

折射角，亦为上玻璃表面光的入射角，(为干涉级次，

"为入射光波长。根据实验条件，’# ’，干涉条件则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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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相邻暗纹（或亮纹）对应的光程差为：

!#$#!#$"
故有!#$" ( #。再由几何关系，可得（" ( #）!")! ( *（*为
二玻璃交线到头发丝距离）。最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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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测量公式可设计出测量头发丝直径的完整实验

方法。

经过这样“轻松”而热烈的讨论，同学们对于干

涉的本质及干涉条件有了更明晰的认识；进一步掌

握了等厚干涉在测量微小长度方面的应用。从中我

们也体会到在实验教学中突出物理思想，对提高学

生设计实验、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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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方向正好与第二个回路通过检流计的电流“补

偿”抵消，使得流过检流计的电流为零，从而检流计

两端的电位相同，就相当于H、I两点合在一起，象图

!（8）的情形一样，此时原回路的电流值就是需要测

量的真实电流值。显然，第二个回路中的电流值与之

相等。这样，电流表中所显示的电流值就是真实测量

的结果。在实验中，只需调整变阻器J’，使检流计的

指针为零。（注意：应使：!’K!）。紧接着，我又向学生

介绍了用可控硅集成电路制成的一种称之为在线电

流表的测量仪器；“在线”的意思就是不必断开接线

来串入电流表，而是直接用仪器的两个测量棒接触

电路中的一段导线，就可以从显示器上得到这段电

流中的电流。这种仪器的制作原理，就是电流补偿

法。

这次研讨课进行的非常成功，不仅拓展了学生

的知识面，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大大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受学生的欢迎。有的学生

很快就总结出了电压补偿与电流补偿的共同之处，

由此可见同学们对“补偿”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 结束语

事实表明，采用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方法，对于

启迪智慧、开发智力、发挥主动、增强能力是大有益

处的，这也是我们在今后的实验教学中应继续坚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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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实验研讨课，培养学生的发散

思维能力

一般大学都开设了如电位差计这样的电压补偿

实验，但却没有电流补偿的实验，为了培养学生的发

散思维能力，使学生对“补偿”的意义有更深的理解，

我们在物理专业L!本科班中进行了一次电磁学实验

研讨课。题目是如何准确测量图一（8）中的电流(，开

始时学生认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即在图!（8）所示

电路中串联一只准确度高、量程与待测电流(接近的

直流电流表就行了。我按学生的思路画出了一个电

路图（图!（;）），向学生提示：当在一个电路中串入电

流表测量其电流时，往往由于电流表的内阻而使得

测量值(M小于原电路的真实值(，从而存在一个已定

误差"4565475。当时学生讨论的非常认真，但讨论结

果不理想，他们都迫切想知道怎样消除"45。我就向

学生介绍了电流补偿原理：原理图如图&所示，在这

个电路中多了一个回路，并且原回路通过检流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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