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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教育一直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方面的每一项新举措几乎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到了今天，教育主管部门更成了受批评最多的部门之一。
但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题为《不是教育的教育问题》的文章，认为那些备受批评的教育弊病，其实并
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其根源并不在学校、教师和学生，而是在整个社会。
所以，仅仅在学校就事论事，非但无法根除这些弊病，而且会愈演愈烈，或者以新的方式继续存在。
近年来，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20％，但高考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中国人对大学、名校、高学历
、高学位的追求达到了空前热烈和激烈的程度。
竞争的“起跑线”已经由高中、初中、小学提前到幼儿园甚至“胎教”，由国内扩大到海外。
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对读书毫无兴趣、或的确不具备进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也被家长软硬兼施向大
学驱赶；一些贫困家庭不计后果地供养子女上大学，一些家庭不惜巨资送落榜子女出国留学。
本来，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是每个人都上得了大学，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上大学，或者都适合上
大学。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一种几乎失去理智的“大学热”呢？
原因很简单，众人的回答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不上名校，不拿最高学位，还没有开始竞争就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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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青少年科学人文素养丛书”之一种。
    科学精神指的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优秀传统和生命线。
本书以适合广大青年学生阅读的对话方式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何谓科学精神”、“相信实证传统
”、“科学精神与文化”以及“科学精神与人的全面发展”等话题，并在讨论中穿插了大量引人入胜
的小故事，运用具体事例阐明了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
    本书读者对象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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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科学精神的培养胡教授喝完杯中的茶水，窗外火红色的余晖已被灰蒙蒙的暮色笼罩，小陈已对
科学精神有了大致的较为系统的了解，尤其胡教授前面所举的许多科学家的实例，让他备受启发，深
深激励着他追求科学献身科学的豪情壮志。
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暗自思忖着怎样才能具备科学精神，成为新时代的科学人呢？
于是问道：“科学精神如何培养出来呢？
”胡教授理了理思路，微笑着答道：“对于个人来说，要养成科学精神的话，首先，最好的方式就是
学科学史。
学科学史是养成科学精神的最佳途径，而且通过科学史能知道科学精神在科学历史上是如何不断发展
壮大。
其次，当然也可以通过具体的科学知识来了解。
当我们学习一门具体科学知识的时候，要有意识地去了解该门具体学科的发展史。
如何进行科学教育？
一本好的教科书，会告诉你科学知识是流动的，科学知识是相对的真理。
而差的教科书却告诉你绝对的真理。
第三，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个人的实践，和自然、和社会打交道，也会培养出一些基本的观念。
培养科学精神的途径很多。
但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学史。
学科学史的目的，就是教你科学精神。
科学史的教学的精髓也就是传承科学精神，对于科学的发展其实是很重要的。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科学精神的人，可以去从事科学研究。
”“科学精神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小陈又问道。
“科学精神跨越国界、跨越阶层、跨越语言，同时也是跨越性别。
无论是男性、女性，都可以培养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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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讨论科学精神。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30余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
1978年我获平反，走出监狱，回母校复旦大学执教，讲《科学思想史》。
作为必修课，最先给哲学系77级学生讲授。
这个由来自1966～1976各届高中毕业生组成的班级，非常优秀，后来出了不少人才，仅就学术而言，
他们中有成为名教授的，如俞吾金、吴晓明、王雷泉、邱柏生、陈锡喜等。
去年参加一次研讨会，陈锡喜还向我提到30年前的这门课：“胡老师，我到现在还完整保留着《科学
思想史》的听课笔记。
”作为选修课向全校文理各科本科生、研究生开放，选课人数之多，学生反映之热烈，大出我的意料
之外。
有个学期选课人数实在太多，教室外还挤了许多学生，只好换教室，从第二教学楼2110室换到2115室
，再换到第三教学楼3108室——当时复旦的最大教室，大约可坐二三百人。
管理教学楼的工友开玩笑：“老师你把我们害苦了，凳子到处乱拖！
”真可谓盛况空前，在复旦教学的历史上大约也是少见的。
我将这门课宗旨定为：根据科学发展的历史，探讨科学思想的演化，传承和弘扬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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