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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的作者范铁权在深入爬梳最新公布的原始档案等珍贵史料的基础上，运用
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面考察近代科学社团的发展变迁历程，阐述
科学社团在科学传播、科学化运动、科学体制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历史功绩，揭示近代科学社团在
中国科技史、社团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剖析影响近代中国科学社团发展变迁的制度和政策因素，
考察科学社团的各种社会关系，为我国营造科学发展的有利环境、制定较为完善的科学政策提供启迪
与借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

作者简介

范铁权，1974年生，满族，河北滦平县人，现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3年以来先后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原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北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200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曾在《天津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国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10余篇，参编著作多部。
目前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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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
绪论
 一、选题缘起
 二、学术史回顾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上编
 第一章 胚胎期：戊戌维新时期的科学社团
 一、民族危机与“合群”观念之兴起
 二、“昙花一现”的戊戌学会
 三、罗振玉与上海农学会
 第二章 萌芽时期：清末科学社团(1900—1911)
 一、概况
 二、发展动因
 三、社团个案
 四、小结
 第三章 生长与发展时期：民国时期的科学社团(1912—1937)
 一、空前之繁盛
 二、各类专门性社团
 第四章 曲折与挣扎：抗战时期的科学社团(1937—1945)
 一、战争中的曲折
 二、新社团的涌现
 三、烽火中的奋斗
 第五章 联合与奋进：解放战争时期的科学社团(1945—1949)
 一、战后的艰难支撑
 二、新生力量的诞生
 三、维护和平、争取民主
下编
 第六章 传播科学
 一、发行刊物
 二、译著书籍
 三、通俗科学演讲
 四、创立科学图书馆
 五、举办科学展览
 第七章 致力于科学化运动
 一、科学化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
 二、运动的“旗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
 三、诸科学社团的响应
 四、科学理念的再阐发
 五、效果分析
 第八章 探索中国科学的体制化
 一、晚清的西学东渐——科学体制化的基础
 二、科学体制化的探索
 三、小结
 第九章 投身?学教育
 一、关注西人之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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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探索教育改良
 三、学艺大学与学艺中学
 四、编纂教科书
 第十章 科学社团的社会关系
 一、“三足鼎立”——综合性社团之间
 二、综合与专门之间
 三、科学社团与科研、文化机构
 四、社团与政府之关系
 余论
 一、“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的成立
 二、综合性学会的消亡
 三、专门学会的新生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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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具体活动主要有：召开年会，藉此机会进行工作总结、职员选举等事宜，并致力于各
专业、学科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创立研究机构，推进学术研究，实现与国外学术界的接轨，促进中外
学术界的交流；参与科学名词审定，促进学术交流的规范化；设立科学奖金，奖励学术优异者；开展
国际学术交流，如派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海外名人来社讲学等；其三，投身中国的教育改良。
许多科学社团重视科学教育，除在年会上进行教育讨论外，还密切关注国外学者的教育言论，组织教
育考察，在改良中国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广大社员任教于中国当时的各中、高等专业学校、公私立大学，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西方的教育
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直接推进了各学校的学科建设和教学管理。
中华学艺社创办学艺大学、学艺中学，在教育改良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其四，投身科学化运动。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科学救国”思想再度升温，一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
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为使命的
科学化运动在中国迅速兴起。
这场运动由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组织发起，许多科学社团参与其问，规模颇为壮观，对中国的经济、
文化、教育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效果；其五，对科学社团社会关系的考察。
民国时期，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三大综合性科学社团之间有联系，有合作，但
更多的时候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
综合性科学社团与各专门社团之间各自为政，平行发展，未能建立起分工合作的关系，以中国科学社
为首的科学社团也未能确立自己在科学界的领导地位。
科学社团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试图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但历届政府的社团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规约着科
学社团的发展，迫使一些社团为求生存而进行政策调整。
结语部分尝试对近代科学社团发展中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揭示其发展过程中的宝贵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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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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