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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高层次人才水平的集中体现。
因此，创新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包括课程学习、文献阅读、课题研究等。
文献阅读与课题研究无疑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样，课程学习也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
力的重要环节。
通过课程学习，使研究生在教师指导下，获取知识的同时理解知识创新过程与创新方法，对培养研究
生创新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围绕研究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改革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同时，开设了一批
研究型课程，支持编写了一批研究型课程的教材，目的是为了推动在课程教学环节加强研究生创新意
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研究型课程是指以激发研究生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为主要目标，由具有高学术水平的教授作为
任课教师参与指导，以本学科领域最新研究和前沿知识为内容，以探索式的教学方式为主导，适合于
师生互动，使学生有更大的思维空间的课程。
研究型教材应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了解最新的前沿动态，激发研究生科学
研究的兴趣，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把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教
学模式，把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在探索研究与自主学习中掌握知识和培养能力。
　　出版研究型课程系列教材，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十分艰苦。
虽然已出版的教材凝聚了作者的大量心血，但还有必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我们深信，通过研究型系列教材的出版与完善，必定能够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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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包括一个“绪论”和“自然哲学”，“科学、技术与工程哲学”，“科学、技术与工程方法论
”，“科学、技术、工程与社会”四编内容。
“绪论”阐释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体系，创立和发展，以及哲学和科学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提出了建立自然辩证法的第二个历史形态的当代任务。
在“自然哲学”一编中，编者根据多年研究的成果，立足于当代科学的发展，将自然界表述为物质和
信息双重存在和双重演化的过程，并具体阐释了自然界复杂自组织演化的一般机制。
由此提供了一幅信息系统复杂综合的世界图景。
在“科学、技术与工程哲学”一编中，编者在对科学、技术、工程的概念、功能与结构进行了具体讨
论和规定之后，重点阐释了科学、技术、工程的发展与创新的一般模式和机制。
引入自组织创新发展的视角，提出科技革命与科学世界图景和科学思维方式变革的一致性关系是本编
的创新之处。
在“科学、技术与工程方法论”一编中，编者不仅具体介绍了一般科学活动的观察与实验，逻辑与非
逻辑、假说与理论等具体方法，而且还介绍了系统方法、信息控制方法、自组织方法、复杂性研究方
法等当代综合研究方法，另外，在本编中编者还对技术和工程活动的一般方法进行了概括和介绍。
在“科学、技术、工程与社会”一编中编者主要阐释了科技与工程工作者的科学精神、社会责任、行
为规范，科学、技术、工程与社会的互动性作用和影响，科学、技术、工程活动中的社会伦理和社会
评价，以及自主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方面的内容。
    比较已有的同类教材，本教材不仅体例独特，而且在某些内容方面也更具新颖性、深刻性和独创性
。
它不仅可以作为硕士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使用教材，而且也适合于一般的哲学、社会
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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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关于“自然界”　　“自然”概念通常可以做两种理解。
广义的自然指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它包括人类社会、精神现象，与宇宙、世界、广义的
存在是同等尺度的概念；狭义的自然，则指与社会相对立的社会之外的世界，或指自然科学研究的总
体对象世界。
　　“自然”范畴在自然哲学中应该做广义还是狭义的理解，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更多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自然范畴的。
　　坚持应该做狭义理解的人认为整个存在领域可以区分出自然、社会和思维这样三个并列的方面。
自然是外在于社会（包括思维）、与社会（包括思维）相对立、相并列、相区别的那部分存在。
　　坚持应该做广义理解的人认为：按照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社会（包括思维）是自然进化的
产物，是自然发展的一个特殊状态，它理应包括在自然之中，受自然总规律的支配，所以，讲自然的
规律就必然包括着社会（包括思维）发展的最基础的规律的方面。
所以，“自然”范畴在自然哲学中就应当做广义的理解。
　　我们同意在自然哲学中对“自然”范畴应当做广义理解的意见，但是，这需要做几点解释：　　
（一）社会（包括思维）是自然史的一个特殊部分　　自然在其进化演化的方向上，展示出了一系列
的演化阶段：原始火球-星云-星系-恒星-行星⋯⋯就自然的一般进化过程而论，行星可以被看作是它
的高级发展阶段。
只有在极为个别的行星上，才有可能形成向更高的物质发展阶段演进的条件。
幸运的是，我们赖以栖息的地球恰是一个这样极为个别的行星，而且也是目前我们对这些更高的物质
发展阶段进行认识的唯一依据。
就地球进化的现状来看，这种更高的物质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有机界一生物界一人类社会
（包括思维）。
这三个发展阶段还只能属于地球行星本身演化史的范围。
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地球行星进化的最高产物。
社会也是广义自然的一部分。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①。
当然，社会（包括思维）又是自然的一个特殊部分，它与自然的所有其他部分相比具有一系列崭新的
性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辩证法新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