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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社会科学方法论》旨在吸收方法论研究最新成果的
基础上，为读者弄清如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本书涉及如何选择和使用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但重点不在具体方法上，而在于如何设计和从事
不同类型的社会科学研究。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社会科学方法论》首先探讨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
学基础和概念内涵，强调了社会研究的性质和特点，阐发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以理论与数
据为主线，突出了社会理论、研究范式、研究工具、研究设计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要素，揭示了
理论检验与理论建构这两种基本研究取向。
最后对混合方法研究这个新的方法论取向进行了论述。
本书主要适用于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可以用作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爱
好者的专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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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实在性预设。
即认识对象是独立于意识之外而客观存在的。
尽管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离不开语言，人们表象、感觉、知觉和认识都依赖于既有的语言和认识结构，
但是绝对不能说所有认知都是与主体有关的，因为所有关于主体相关性的论述都得不到证实，而有关
外部世界的假定却得到了大量可信证据的支持。
　　（2）结构性预设。
即现实世界是有结构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
这种结构性包括：对称性、恒常性、拓扑学与曲律结构、相互作用、自然规律和系统性等。
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都遵循着秩序性原则，具有某种结构。
秩序性原则本身是一种客观实在，不会遭到破坏，也不会彼此发生冲突。
人们只是在考察认知时，才把外部世界与意识区别开来。
　　（3）连续性预设。
即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在现实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着相关关系上的连续性。
这就是说，在无机物与有机物、动物与植物、肉体与精神之间绝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这些鸿沟
只是基于考察对象的需要而人为设定的，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分。
各种事物普遍存在的连续性关联已得到科学史众多事实的证明。
　　（4）可说明性预设。
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经验事实是可以分析的，并可以通过“自然规律”得到描述和说明。
假定某个事物或过程原则上不能加以说明，这是对知识一种不负责任的放弃。
因此，可说明性预设是对任何形式的非理性主义、目的论或活力论的否定。
例如，目的论曾说过生物进化论是不可说明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可说明性预设并不等于可知性预设。
尽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但是这个论断是从本体论高度着眼于全人类作出的，这里
的人类包括了从过去到未来所有的人类。
每个时代的认识都是有条件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科技条件、认知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制约，因
而只能是部分可知性和可理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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