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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辩证法概论》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理工农医类院校硕士研究生必修的学位课程。
本书是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15所院校的任课教师合作编写，主要供医药院校使用
的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教材。
  　2004年初，经国家教育部社政司同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根据新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要点
》在北京召开会议，就编写新教材的教学指导用书做了具体部署，尝试采用“一纲多本”的形式，即
根据国家教育部2003年10月新颁发的教学要点，按理、工、农（林）、医、地学、党（政）、军等系
列分别编写不同的教学指导用书，以较好地体现不同类型学校和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
同时引进公平竞争机制，使更多在自然辩证法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有机会参与教材的编写工作，把自身
的教学体验和研究成果融入教材之中，便于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提高自然辩证法课
程的教学效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及科学技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观点
，贯彻国家教育部统一的教学大纲，同时又考虑医药人才培养的特点，既注重科学性、先进性和启发
性的教学要求，又注意实用性，为本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创造条件。
本书在编写中突出了四个方面的特色：（1）结合医药院校的特点和医学研究生的专业实际，在坚持
自然辩证法总论（即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将每一部分相应延
伸到分论——医学辩证法的有关领域，力图体现总论与分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2）在叙述自然
观的演变等内容时提供了较丰富的科技史材料，便于读者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理解全书的基本
原理；（3）为适应培养创造型人才素质的要求，本书加大了科学技术方法论尤其是创造性思维方式
及方法的比重；（4）在每章章首阐明教学要点，章尾增加了思考题、案例讨论题及进一步阅读书目
，以便学生自学和教师教学使用。
另外，本书作者队伍的构成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作者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l5所高等院校，既有地方院校又有部队院校；既有西医院校又有中医院
校。
参编院校每年面对几万名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本课程。
广大师生对精品教材的渴求是促成本教材诞生的催化剂。
    本书除用作教材外，还可供从事相关学科和专业工作的学者和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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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当代科技发展的理论指南——绪论　　第1节  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性质　　第2节  自然辩
证法的创立与发展　　第3节  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意义上篇　自然观　第1章　认识和改造自然界
的艰难历程——自然观的历史演变　　第1节  古代朴素辩证法自然观　　第2节  近代前期的机械唯物
主义自然观　　第3节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　第2章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系统自然
观　　第1节  系统自然观的基本思想　　第2节  自然界的存在图景　　第3节  自然界的演化图景　第3
章　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生态自然观　　第1节  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2节  人与自然的可持
续发展　第4章　对生命的敬畏与探索——人体观、疾病观和医学模式的历史演变　　第1节  古代的人
体观、疾病观和医学模式　　第2节  近代的人体观、疾病观和生物医学模式　　第3节  现代的人体观
、疾病观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篇　科学技术方法论　第5章　科学认识的起始阶段——科研选
题和获取科学事实的方法　　第1节  科学技术方法论概述　　第2节  科学问题与科研选题　　第3节  
观察、实验和机遇　第6章　科学创新的激发机制——逻辑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方法　　第1节  逻辑思维
方法　　第2节  创造性思维方法　　第3节  科学假说　第7章　当代科学图景的革新——系统科学方法
　　第1节  系统科学方法的特点和功能　　第2节  一般系统方法　　第3节  自组织理论方法　第8章　
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形成——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方法　　第1节技术发明方法　　第2节  技术创新方法
　第9章　认识疾病诊治的客观规律——临床思维与方法　　第1节  临床资料的收集与诊断思维　　
第2节  临床决策与循证医学方法下篇　科学技术观　第10章　两类实践活动的辩证统一——科学技术
系统　　第1节  科学技术的本质和特征　　第2节  科学技术价值与体系结构　　第3节  科学技术发展
的内在机制和模式　第11章　探索和利用自然力量的组织保证——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　　第1节  科
学技术的社会建制化　⋯⋯　第12章　当代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　第13章
　科学前沿的困惑与思考——现代生命技热点及其社会影响　第14章　回顾与反思——现代医学的进
步与困境主要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指导用书>>

章节摘录

第1章  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艰难历程——自然观的历史演变本章教学要点理解古代和近代前期两种唯
物主义自然观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观点，认识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并掌握其基本观
点。
能通过比较对这三种自然观分别作出科学的历史评价。
自然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界的总观点或根本看法。
它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发展而演变的。
而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自然科学反映出来。
历史上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先后形成了三种唯物主义自然观：古代朴素辩证法自然观、
近代前期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近代后期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真实地反映了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是正确而科学的自然观。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进一步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系统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
。
本章主要介绍历史上形成的前三种唯物主义自然观。
第1节  古代朴素辩证法自然观一、古代朴素辩证法自然观产生的社会和科学背景古代社会在人类历史
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很有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早期的
自然观。
（一）古代社会历史概况古代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
在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对原始工具的使用、火的利用、原始农牧业生产以及
基于人类救护本能的医药活动等。
由于当时还缺乏科学产生的条件，人们在生产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是以经验的形
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过，在其中已经开始孕育着科学的萌芽。
公元前3000～前2000年左右，位于大河流域的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先后进人了奴隶社会。
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文字的产生等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
条件，使这些地区和国家成为世界文明的策源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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