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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科学概论以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史实为基础，以历史进程为线索，以学科为主线，侧重介
绍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介绍部分重要学科领域的历史与现代发展状况，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
的自然科学成就和著名科学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发明及学说为主要内容，概括地分析和阐明自
然科学及其学科的对象、特点、发展规律与历史作用，粗略地介绍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
自然科学概论共10章，内容包括绪论及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天文学、地学、数学、系统科学等
自然科学的主要学科方向，并提供了部分供教学参考的资料。

自然科学概论可作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学生的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教材、参考书，也可作
为一般读者的科学普及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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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绪论 1.1自然科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和特征 自然科学是人类科学知识的主要组
成部分之一。
对于什么是自然科学（或者说狭义的科学），虽然目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但人们一般都认
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和现象的科学，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获得
的关于自然界各种事物的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是人类追求知识的一项社会活动事业。
它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等基础性科学，以及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空间
科学和医学等应用性技术科学。
一般而言，属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部分称为科学（科学知识）；属于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部分称
为技术（技术知识），自然科学一般也被人们称为科学技术。
 1.1.1科学的概念和特征 广义的科学是人类反映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它主要包
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部分（后两种人们一般通称为人文社会科学）。
狭义的科学一般指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学艺术等社会现象，它们是人类自身活动的产物。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天体、地球和各种动植物等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事物，它们早在人类出
现以前就已经存在。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中不同领域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它概括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是关于自然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人类利用、改造
和保护大自然的有力武器。
 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反映的只是自然界的不同侧面，而把大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这个整体的本质
和规律的学科则不属于自然科学，而是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自然辩证法”，或者说“科学技术
哲学”。
“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人文”与“社会”中不同领域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它概括了人类对自身的理性认识。
人文社会科学又分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前者以人类自身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文学、历
史、哲学等学科；后者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经济、政治、管理和法学等学科。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通常是缠绕在一起的，很难把二者完全分离开来。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都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揭示，是反映事物真相的客观
真理。
因此，科学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具有重复性、再现性和可比性。
科学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理论、概念、原理和学说，它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书刊和光盘等多种载体之中
，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是可以传播、教授、继承和发展的。
对于同一个或同一类研究对象来说，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条件下，通过实验和观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可以发现共同的科学现象和规律。
第二，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创造性。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科学及其活动，首先要继承历史和传统，学习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并将其贯穿于
自己的科学研究中，这就是科学研究的连续性；同时又必须努力解决不同时代所提出的不同问题，并
在这些问题上有所发现和创造，这就是科学研究的创造性。
在科学研究中必须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第三，具有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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