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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科学技术哲学概论》是关于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基本教材，涵
盖了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主要内容，充分吸纳了近年来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
体系。
《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科学技术哲学概论》分为自然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观三
篇。
第一篇自然观都分，阐述了自然观的历史发展、当代自然观的基本内容以及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问题
；第二篇科学技术方法论部分，系统阐述了科学发现与科学辩护问题，论述了建立科学理论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篇科学技术观部分，深入分析了科学技术
的本质和特征，阐述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最后深入分析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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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自然观第一章 历史上的自然观【学习指南】·本章学习提要在概括总结自然科学发展成就的
基础上，介绍自然观发展的历史沿革，论证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创立的自然科学基础和自然哲学思想
渊源，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
本章主要讲述古代中国的自然观，古希腊自然观，中世纪神学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内容和特
点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
·本章教学重点古代朴素辩证法自然观的基本观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
自然观的基本观点任何时代的自然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尤其是与当时的自然科
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形态。
在古代，人们基本上把自然界看做是一个普遍联系、不断运动的整体，由此形成朴素的自然观。
近代科学深入自然界的各个细节进行孤立静止的考察，由此产生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英法机械唯物论的合理之处，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
然观。
这一科学的自然观对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日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一节 古代自然观和中世纪自然观古代朴素辩证法自然观产生的基础即所谓的直观性思维，其基本方
式为对于经验所及的对象直接以表象把握之，而对于超出直接经验范围的对象则将其还原为直接表象
而把握之。
古代机体论自然观，是人类自然观的第一个历史形态，是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以及古代朴素自然哲学
的核心思想。
古人把大宇宙（自然）和小宇宙（人或其它生物）的机体进行比较，把自然界看成有机体。
这种自然观在方法上有两大特征：一是“有机类比”的拟人观；二是“人与自然”合为一体。
他们对自然只有一种笼统的、朦胧的、幼稚的观念，不可避免有直观性、直觉性和原始综合性的思维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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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技术哲学概论》可作为研究生教材，也可供自然科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科研管理者等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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