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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自然科技社会与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两书的基础上
编写而成。
教材包括了以往一般自然辩证法教材的主要内容，并且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增加了关于生
态文明、科技伦理、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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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与现代演进
　二、《当代自然辩证法》教材的逻辑体系
　三、学习自然辩证法的意义和要求
第一篇 自然观与生态文明
　第一章 自然观的历史变迁
　 第一节 古代朴素自然观
　 一、古代朴素自然观的基本特点
　 二、古希腊自然哲学
　 三、古代中国自然哲学
　 四、古希腊自然哲学与古代中国自然哲学的差异
　 第二节 近代机械自然观
　 一、神创论自然观向机械自然观的转变
　 二、机械自然观的主要观点
　 三、机械自然观评价
　 第三节 现代辩证自然观
　 一、辩证自然观是近代科学与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辩证自然观的主要观点
　 三、辩证自然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章 自然存在观
　 第一节 系统观是辩证存在观的现代形态
　 一、系统观的科学基础
　 二、系统的界定及其构成
　 第二节 物质系统的基本属性
　 一、整体性
　 二、开放性
　 三、层次性
　 第三节 物质系统存在的若干哲学问题
　 一、物质与时空
　 二、有限与无限
　 三、虚拟与现实
　第三章 自然演化观
　 第一节 自然界的演化及其方向
　 一、从研究存在的自然到研究演化的自然
　 二、自然界的演化及其基本特征
　 三、自然界演化的两个相反方向
　 第二节 自然系统的自组织奥秘
　 一、自组织理论概述
　 二、涨落是自组织的微观基础
　 三、非线性正反馈是自组织的作用机制
　 四、开放远离平衡是自组织的外部条件
　 五、自组织进化的随机性与多样性
　 第三节 自然界的重要演化现象
　 一、宇宙的创生与演化
　 二、太阳系与地球的演化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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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命的起源与进化
　 四、人类的起源与进化
　第四章 自然生态观
　 第一节 生态观的历史演进
　 一、原始社会的生态观
　 二、农业社会的生态观
　 三、工业社会的生态观
　 四、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
　 第二节 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及其思想根源
　 一、新世纪生态危机的加剧
　 二、造成当前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二、生态文明的特征与理念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维度分析
　 第四节 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
　 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意义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第二篇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
　第五章 科学发展与科学革命
　 第一节 现代以前的科学发展
　 一、古代科学及其特点
　 二、近代科学及其特点
　 第二节 科学革命与现代科学发展
　 一、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
　 二、现代科学的全面发展
　 三、现代科学的特点
　 第三节 科学发展模式的若干理论
　 一、逻辑经验主义的积累式观点
　 二、波普尔的“四段图式”论
　 三、库恩的科学革命论
　 四、科学发展模式理论的讨论
　第六章 科学问题与科学事实
　 第一节 科学研究的结构与程序
　 一、科学研究系统的结构
　 二、科学研究的程序
　 第二节 科学问题与科研选题
　 一、科学问题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科学问题的类型及其来源
　 三、科研选题的原则
　 第三节 科学事实及其获取方法
　 一、科学事实及其性质
　 二、科学观察方法
　 三、科学实验方法
　 四、科学事实获取中的认识论问题
　第七章 科学抽象与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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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科学事实走向科学假说的重要环节
　 一、两种互相关联的科学理性活动
　 二、科学抽象与科学思维的主要形式
　 三、科学抽象和科学思维在科研中的作用
　 第二节 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思维
　 一、逻辑思维的含义及其主要类型
　 二、形式逻辑的主要方法及基本规则
　 三、辩证逻辑的主要原则与分析维度
　 四、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相辅相成
　 第三节 科学研究中的非逻辑思维
　 一、非逻辑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与联系
　 二、科学研究中的想象
　 三、科学研究中的直觉与灵感
　 四、非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第八章 科学假说与科学理论
　 第一节 科学假说
　 一、科学假说的特征和作用
　 二、科学假说的形成和建立
　 三、科学假说的确证和证伪
　 第二节 科学理论
　 一、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特征
　 二、科学理论的功能和评价
　 三、科学理论的发展
　 四、科学理论与科学假说的关系
　 第三节 科学解释
　 一、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解释观
　 二、当代科学哲学的科学解释理论
第三篇　技术观与技术方法
　第九章 技术演进与技术革命
　 第一节 古代手工技术的演进
　 一、原始社会的技术发展
　 二、奴隶社会的技术发展
　 三、封建社会的技术发展
　 第二节 近代工业化技术的革命与演进
　 一、近代技术的三个转变
　 二、蒸汽技术革命
　 三、电力技术革命
　 四、工业化大生产技术体系
　 第三节 现代科学化技术的革命与演进
　 一、现代技术的科学化特征
　 二、“二战”期间兴起的现代技术
　 三、当代高新技术群
　第十章 技术本质与技术结构
　 第一节 技术概念和技术本质
　 一、技术概念的多重定义
　 二、技术本质
　 第二节 技术属性和价值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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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技术的双重属性
　 二、技术的价值负荷
　 第三节 技术要素和技术结构
　 一、技术要素
　 二、技术结构
　 三、技术体系与技术结构
　 四、技术联系方式与技术结构
　第十一章 技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一节 技术研究过程与技术方法特点
　 一、技术研究的一般过程
　 二、技术方法的特点
　 第二节 技术研究的一般方法
　 一、技术预测方法
　 二、技术评估方法
　 三、技术发明方法
　 四、技术设计方法
　 五、技术试验方法
　 第三节 技术研究的系统方法
　 一、系统论与系统工程
　 二、系统工程与方法
第四篇　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
　第十二章 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
　 一、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技术体制
　 二、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进程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组织
　 一、科学技术界的社会分层和互动
　 二、科学技术的社会组织
　 三、科学共同体与技术共同体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
　 一、科学技术的体制目标
　 二、科学技术的社会规范
　 三、科学技术的奖励制度
　第十三章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一、科学技术的认识功能
　 二、科学技术的物质生产功能
　 三、科学技术的教育功能
　 四、科学技术的政治功能
　 第二节 社会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一、经济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
　 二、教育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三、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四、政治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及其反思
　 一、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
　 二、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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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
　 第一节 科技工作的职业道德
　 一、科技工作职业道德的原则
　 二、科技工作职业道德的规范
　 三、科技行为的道德选择与评价
　 第二节 现代科技伦理的若干重要领域
　 一、核伦理
　 二、太空伦理
　 三、网络伦理
　 四、基因伦理
　第十五章 科学技术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第一节 创新型国家的内涵及其形成
　 一、创新型国家的内涵与评价
　 二、创新型国家的形成与经验
　 第二节 科学技术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一、科学技术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
　 二、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第三节 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
　 一、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二、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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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技术要素可以划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
有人认为，“技术具有多种要素，机器、工具、设备、制作、发明、设计、制造、维护、使用技艺、
规则、技术理论等。
这些要素可以概括为实物形态的技术要素、操作形态的技术要素和知识形态的技术要素。
”②也有人认为，“技术具有多种要素，可以概括为：经验形态的技术要素、实体形态的技术要素和
知识形态的技术要素。
”①实际上，这些技术要素的划分，也是一种高度的抽象，现实中的技术要素总是包括在一个静态和
动态结合的复杂体系中，它们往往难以从技术过程的复杂体系中剥离出来。
后现代现象学的研究表明，过去经典现象学的观点和方法需要变化，那种包含主观主义、基础主义、
相对主义方法的实体本体论应当为关系本体论所代替。
从关系本体论的视角看技术的要素和结构，就不能把技术还原为机械式的零件，而应该把技术看成一
个特定时空中存在着的事件或现象，这个事件或现象不单纯是一个物理实体或精神现象，而是一个由
人、物、环境、事件、心理和行为构成的复合性的关系网。
这里介绍一种把理论知识、经验技能和物资设备三者作为技术基本要素的观点。
三个基本要素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的因素，体现为理论知识和经验技能；另一类是物的因素
，主要指物资设备，如工具、机器等。
在技术活动过程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又是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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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自然辩证法》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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