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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在《牛顿环 》实验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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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简介

《牛顿环 》实验 〔张兆奎等
,
1 9 9。〕属物理光学实验

。

实验内容与物理理论课的有关内容相配合
,

能增加学生

对大学物理教材中有关光的干涉原理〔马文蔚
,
1 993 ;程守沫

、

江之永
,
1 9 8 2〕的感性认识

。

同时该实验在光学发

展史上也曾起过重要作用
。

《牛顿环 》实验是用读数显微镜观察两片一平一凸透镜叠合后
,

由于光的干涉作用而产生的同心圆环状明

暗条纹
,

并通过测量圆环的直径从而计算透镜的曲率半径
。

通过该实验
,

能使学生进一步掌握读数显微镜的使

用方法
,

掌握光学实验中
“
对光

”

操作的基本要领
,

初步掌握如何消除实验中某些将会导致较大测量误差的因

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

对培养学生合理安排实验步骤
,

训练学生具有一定的实验技能
,

启发学生在实验中发现

问题
,

并运用学到的书本知识解释其产生原因并设法予以解决均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2 间题的提出

《牛顿环》实验需要测量的数据较多
。

而且每套仪器装置测得的数据各不相同
。

学生要从读数显微镜目镜

视野中点数45 级圆环条纹
,

并测量其中的20 个数据
。

圆环条纹细而密
,

稍有疏忽就容易数错条纹的级次
。

教师

又很难从这些复杂的数据中当场查出错误的数据
。

所以
,

长期来教师在检查该实验的学生数据时
,

往往感到没

有十分的把握
。

即使是有经验的教师也只能凭印象大致估计一下
,

看看是否存在明显的错误
。

有时教师认为数

据可以通过
,

待学生把结果计算出来后
,

却发现误差很大
,

但为时已晚
,

失去了当场查找原因并纠正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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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题的解决

为解决这一长期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

笔者编写了一份
“ 《牛顿环 》实验学生数据处理程序

” ,

用以检查学

生在实验中测得的数据
。

由学生将数据输入计算机
,

计算机立即告知这套数据是否能通过 (但并不显示计算的

最后结果 )
。

若有错
,

则令学生重新测量 ;若通过
,

则将数据贮存在计算机内
,

然后检查下一位学生的实验数据
。

考虑到此程序主要由学生使用
,

所以在编程时
,

特别注意并采用了相当数量的人机对话功能和屏幕提示

功能 .’, 生只需根据屏幕提示
,

即可顺利完成数据物入
。

此外
,

程序中还加入了对已抽入数据具有保护功能的

出错处理语句
。

所以
,

一般不会发生因数据输入错误或使用不当而引起的死机或结束程序的运行
。

这样
,

就基

本上防止了已轴入数据的不懊丢失
.

此外
,

本程序还具有数据检查
、

数据修改等功能
。

万一数据翰入有错
,

修改

也很方便
。

等到全部学生做完实验
,

教师物入一个密码
,

计算机就可打印出一份按学生学号编排好的
“

学生实验数据

表
” 。

其中包括学生学号
、

实验仪器编号
、

原始数据
、

所有的中间运算数据
、

测量最后结果以及误差
。

学生实验报

告中应出现的一切数据都在表中反映出来
.

教师凭着这一份数据清单批改学生实验报告
,

就可做到正确无误

了
。

4 小结

经过几轮实验的使用
,

证明该计算机检查实验数据的做法行之有效
。

由于有了计算机检查数据
,

学生的实

验兴趣大增
,

实验的自觉性也有明显提高
。

只要计算机显示数据不合格
,

无需教师多费口舌
,

绝大多数学生都

能自觉地再回去重新测量数据
。

一些计算机基础较好的学生还主动提出一些改进程序的措施
。

学生之间也出

现了互相帮助
,

共同切磋的良好的学习风气
。

计算机检查数据的做法也对培养学生耐心细致的科学实验作风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

个别学生对待

实验向来草率马虎
,

总想早点离开实验室
。

测量数据往往快得惊人
,

但就是这种学生却很有可能在计算机前一

而再
,

再而三地碰壁
,

落到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
。

他们当中的醒悟者发出由衷感慨
: “

今后可得认真对待物理实

验 T
。 ”

目前
,

在我校
,

用计算机检查学生实验数据的做法还处于初始阶段
。

如何更有效
,

更合理地运用计算机
,

如

何编制更实用
,

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程序
,

这些都有待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步探索
、

创新和改进
。

同时
,

我们

也正努力将这种方法推广到其它的物理实验项目
,

以期让计算机在物理实验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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