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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您开始阅读本书时，人类已经迈人了21世纪。
这是一个变幻难测的世纪，这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替日新月异。
希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
抓住机遇、寻求发展、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一依靠自己学习、终生学习。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
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
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
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
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
题。
具有如此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教材”这个概念，但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不讲
、学生不懂，以“教”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在内容安排、形式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都大不相
同了。
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立起依靠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以达到学习的目标。
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祝每一位读者自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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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技术·社会》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
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
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
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
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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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生产力属性不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
但是，科学是潜在的知识形态的生产力。
它不是生产力中独立的因素，而是渗透在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要素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
。
换句话说，科学理论要通过技术，才能转化为直接劳动力。
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表现为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高低，表现为生产设备先进程度和效率的高低，表现
为劳动对象范围的大小和质量的高低。
因此，技术是直接的生产力。
（二）科学与技术的联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特点。
1.古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联系科学技术起源于原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
最初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是和人们的生产技能、生活经验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进入文明社会后，科学与技术开始分化。
祭司、僧侣、学者等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使知识的传授和科学研究活动成为了他们的专业；而生产技
术主要是通过农业、手工业劳动者的经验积累取得进步。
由此形成了所谓科学的“学者传统”和技术的“工匠传统”。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实用科学的发展，而科学对技术的影响却甚微。
在古代几乎没有以科学理论的应用为特征的技术。
2.近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联系16世纪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后，直至19世纪上半叶，科学与技术的联
系在逐步发生着变化。
一方面，尽管技术主要还在依靠工匠、技师们的经验积累和技艺创新而发展，但已有一部分科学家开
始关心生产技术，从技术上的困难和矛盾中寻找科学研究的课题。
近代科学中一些重大的成就，如微积分的创立、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提出，都和科学家对生产技术问题
的研究有一定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发展，技术也越来越需求科学理论，“工匠传统”开始向“学者传统”靠拢。
工匠瓦特改进蒸汽机，就自觉运用了科学家布莱克的热学理论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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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科学?技术?社会）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小学教育专业（专科）考试计划
的要求编写的。
1999年1月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教育类专业委员会召开审稿会议，对本大纲进行了讨论评
审，修改后经主审复审定稿。
本大纲由徐辉主持编写，参加编写的人员有：徐辉、王宗烘、文慧云、乐爱国、张文霞、欧阳锋。
本大纲由特级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正威主审；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谢维和，北京师范大
学哲学系副教授董春雨审稿。
本大纲最后由教育类专业委员会主任王英杰教授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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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技术·社会》是徐辉北编写的，由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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