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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共由十一部分构成。
除绪论外，第一、二、三章为自然观部分；第四、五章为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部分；第六、七章为技
术观与技术方法论部分；第八、九、十章为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内容。
为了便于学生的学习，我们在每章开篇给出“本章学习重点”，在每章末尾安排了“阅读材料”、“
案例”、“阅读书目”和“思考题”。
而为了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在“案例”部分则进一步安排了“提示性思考”。
学生可以通过“阅读文献”了解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或背景知识，可以通过“案例”和“思考题”提
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以根据“阅读书目”所列出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学
习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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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科学抽象的成果1.科学概念科学概念是科学认识中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它是科学思维的“细胞”，是思维结构的基本单位。
科学研究就是通过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来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
科学概念也是任何科学理论的基础，是科学这一“知识之网”的网上纽结。
人类科学认识的新成果，归根结底都要凝结于科学概念之中，所以列宁说：“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
。
”各门自然科学中都有自己一系列独特的科学概念，例如，数学中的常量、变量、极限、微分概念；
物理学中的力、能、功、质点、场概念；化学中的元素、原子概念；生物学中的物种、基因概念等等
。
科学概念是概念中的一种，也像其他一切概念一样具有内涵和外延。
外延是指概念所涉及的类的总和。
内涵则是概念中所思考的客观事物的属性、关系和本质特征的总和，这种总和会随着认识运动的深化
时而增加时而减少。
除了内涵和外延这些一切概念都具有的共同属性之外，科学概念还表现出可确定性、可检验性和可变
动性三大特征。
①可确定性指科学概念应该可以明确规定其内涵，一个含义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概念不适合作为进
一步构建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础，爱因斯坦曾指出：“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是先验地必然的，或者是
先验地正确的。
唯一地决定一个概念的‘生存权’的，是它同物理事件（实验）是否有清晰的和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
”。
①②可检验性指科学概念是能够被观察和实验的结果所检验，并判明其真伪。
③可变动性指科学概念不是僵化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得到发展、修
正甚至更新，以更好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
例如：“原子”概念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由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留基波加以提出。
当时他们认为原子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物质，原子表现出不可分割和不能破坏的特性。
但在现代科学中，我们已经不会把原子看作是构成世界最基本的单位，而认为原子只不过是构成物质
世界诸多物质层次中的一个层次，原子既可以构成分子，也可以由更小的粒子构成，因此原子概念的
内涵和古代相比已经发生变化，有了天壤之别。
2.科学语言系统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为了对所研究的客观对象有一个精确的描述，人们经过长期的
发展，在科学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符号。
符号就是一定的可感知的物质对象，它在储存、传递另一对象的信息方面充当另一对象的代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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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辩证法概论》：普通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建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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