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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哲学教程》旨在教学中为学生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提供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指导。
其中，自然观证明了物质世界的一般存在方式、最高本质、一般演化规律及人与自然界的一般关系；
科学技术方法论部分概括了科学技术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及科学技术系统自身演变的内在逻辑；科
学观部分揭示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科学技术的战略规划及政策制度提供哲学指导。
《科学技术哲学教程》可作为哲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科技工作者及科技管理人员选用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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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导论第一章 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性质第一节 科学技术哲学的历史演变第二节 科学技术哲学的
研究领域和内容第二章 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第一节 古代科学技术第二节 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节 近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第四节 现代自然科学的新进展第五节 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第三章 科学
技术的基本特征第一节 科学的一般性质第二节 技术的特征第三节 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第四节 科学
技术的体系结构第二篇 当代自然观第四章 自然界的存在方式第一节 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第二节 物质联
系的系统方式第五章 自然界的运动和演化第一节 自然界的运动第二节 自然界演化的历史过程第三节 
自然界演化的方向性第四节 系统进化的一般根据第六章 人与自然第一节 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第二
节 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第三节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第三篇 科学技术方法论第七章� 科学问题和科学事
实第一节 科学认识和科学方法第二节 科学问题与科研选题第三节 科学事实及其获取第八章 科学抽象
与科学思维第一节 科学抽象第二节 科学思维的逻辑方法第三节 科学思维的非逻辑方法第九章 科学假
说与科学理论第一节 科学假说第二节 科学理论第十章 数学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第一节 数学方法第二
节 系统科学方法的特点和作用第三节 常用的几种系统科学方法第四节 自组织理论方法第十一章 技术
方法第一节 技术方法的特征第二节 技术研究的基本环节第三节 技术发明的构思方法第四篇 科学技术
观第十二章 科技革命与技术创新第一节 科学技术革命第二节 技术创新活动的实质和内容第三节 技术
创新活动的动力、机制第十三章 现代科技与经济第一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二节 现代科技并人
生产过程第三节 科学技术并人经济运行第四节 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第十四章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第
一节 科学技术与社会变革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第十五章 科学技术
的文化透视第一节� 科学技术与东西方宗教文化第二节 科学与东西方传统哲学第三节 科学和人文结语
：科技哲学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参考文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技术哲学教程>>

章节摘录

5.哈维——血液循环理论  16-17世纪血液循环理论的建立，是生理学研究中的突破，也是科学革命的重
大事件。
古罗马医生盖伦曾提出，血液由肝脏、肺和脑产生的三种灵气混合而成，并在血管中做直线运动而消
耗于人体内。
宗教神学把这种观点神秘化，用以论证"三位一体"和地面上只存在有起点和终点的运动，只有天上才
有周而复始的循环。
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1511年-1553年）基于生理解剖的事实，主张人体内只有一种血液、一种灵气，
人的血液经过肺部在两心室间形成循环（即小循环）。
他因见解为教会所不容，被判死刑。
比利时医生维萨里（1514年-1564年）也因批评盖伦的错误和确定男女肋骨数目相等（而不像圣经所说
男人比女人少一根肋骨），被宗教裁判所以巫师罪判处死刑。
英国医生哈维（1578年-1657年）提出了血液在整个人体内不断循环（即大循环）的理论。
他还把血液循环的中心——心脏比作微型宇宙的太阳。
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与哥白尼的日心说互相映照，是近代科学革命中的耀眼明珠。
哈维的学说同样受到強烈反对，只是由于当时封建教会势力已削弱，且哈维是御医，他才免遭摧残。
  6.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  在文艺复兴之初，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通过哥白尼、达.芬奇，特
别是伽利略的努力，它找到了自己的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在可以运用这些方法的地方还得到了数学分
析的帮助。
科学家丢掉了理性的全面的综合体系（权威）的镀金项链，自由而谦卑地接受事实，即使这一事实不
能嵌合到一个权威的知识体系里去。
科学家舍弃了用直观思辨方法去杜撰关于自然界的最后解释体系的企望，认真而严肃地采用了实验观
察和归纳方法去寻求自然界哪怕是局部的、零星的奥秘，这种奥秘是以数学化的方式加以综合的。
但是无数零星的知识显露出来，就如七巧板的零块一样，摆在一起，便使得自然界某些部分的图案赫
然呈现在科学家面前了。
牛顿完成了这一拼凑（创造性的综合）。
7.牛顿时代的科学文艺复兴使得经院哲学失去了其无所不包的知识大厦的权威性，新的科学方法和科
学知识业已建立，伽利略用实验、数学确立了许多真正科学的物理概念，如力、加速度、速度、时间
、空间、重力、离心力、摆等。
热心研究自然界（自然哲学）的人在文艺复兴后迅速增加，学会和学院纷纷成立，会员常常聚会，以
交流最新成果，促进学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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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主要是为理工科硕士生学习“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编写的教材，也可供在职攻读同等学历人员自
学之用，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我们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注重科学思想“上提”和“下延
”的辩证关系。
在谋篇布局上，本书主要参照原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于1990年组编的《自然辩证法概
论》（修订版）；并根据2001年教育部社政司“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研讨会上所提出的“关于‘
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基本要求修订的基本思路”进行了适当调整和创新。
在内容上，我们尽可能广泛汲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使本书能够反映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
本教材有如下几个特点：1.将“导论”部分单独作为一篇，除了介绍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性质外，还
对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及科学技术的基本特征进行厂高度的概括，以使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的本质、科
学技术的体系结构、科学技术与哲学的一般关系等，为学习本课程做了必要的铺垫。
2.在“当代自然观”部分，对系统论自然观进行了进一步地提炼，尤其是在自然界系统性和规律性问
题上，尽量吸收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自然界组织现象做出了较完备的论述。
在“人与自然”一章中，吸收了生态自然观方面的最新成果，论证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必要性和观念
前提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
3.在“科学技术方法论”部分，着重讨论了科学抽象及其一般过程、科学抽象成果、科学理论的基本
结构和特征、建构科学理论的一般方法、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理沦的发展模式；深入探讨厂创造性
思维过程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必备品质。
4.在“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吸收近近年来STS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较详尽地讨论了技术创新的实
质、内容等问题，介绍了当代知识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分析了当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关
系，最后我们特别编写了“科学技术的文化透视”一章，介绍了近年来作者和学术界在科技文化方面
的成果，旨在帮学生从文化视野理解科学技术。
本教材由长安大学人文学院段联合与曹胜斌二位副教授合作完成。
其分工是编写大纲由段联合、曹胜斌共同制定，由段联合撰写第四、五、六、八、九、十、十一章，
第一、二、三、七、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由曹胜斌撰写，最后由段联合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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