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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方法》

内容概要

《科学研究方法》对科学研究的全过程进行了论述，系统地介绍了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吸
纳和反映了当前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最新成果，全书共十章。绪言介绍科学研究的类型与意义；第一章
讲述科学技术发展史与科学思想史；第二章介绍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想，研究方法，假设检验及科学
研究与修养；第三章介绍自然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研究仪器的作用，技术与手段；第四章讲述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常用方法与技术；第五章论述研究目标的构思，研究方案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
设计；第六章讲述科学研究的准备，实施，总结及应注意的问题；第七章描述试验的性质与目的，试
验的设计，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第八章论述科学研究选题原则，项目的申报渠道，项目的论证报告
及申报与答辩；第九章介绍投稿刊物的选择与论文的构思，论文的结构与写作要点、自校与修改；第
十章介绍了科技文献信息，文献检索方法与步骤等。
本教材适合普通高等院校各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教学使用，也可供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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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绪言一、科学与科学研究二、科学方法三、科学革命与科学思维方式四、科学研究的意义参考文
献第一章 科学发展历史第一节 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一、世界古代的科学技术二、世界近代的科学技
术三、世界现代的科学技术四、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第二节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一、中国古代的科
学二、中国古代的技术三、中国现代的科学技术第三节 科学思想史一、古代科学思想的产生二、科学
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三、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事例——纳米科技复习思考题0
参考文献第二章 科学研究方法论第一节 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想一、自然图景支配科学研究者(主体)二
、自然观是新理论产生的先导三、哲学思维方法对研究主体的启示四、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是研究
者的工作基础第二节 科学研究方法一、经验方法与理论方法二、逻辑方法与非逻辑方法三、系统科学
方法与系统工程方法第三节 科学假说与检验一、科学假说的形成二、假说的运用及注意事项三、建立
假说的方法以及假说的检验第四节 科学研究与修养一、科学研究中想象与假设的修养二、人的智能与
科学素养的自我设计三、科学研究思维方法的修养复习思考题参考文献第三章 自然科学研究第一节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一、实验方法二、数学模型方法第二节 科学研究中的仪器与技术一、研究
实验仪器的重要性二、科学研究技术的重要性第三节 自然科学研究技术一、测量技术二、物质提取技
术三、物质的分离纯化技术四、测试分析技术五、成像分析技术六、其他生物技术七、计算机技术与
空间技术八、“3S”技术附：自然科学研究实例复习思考题参考文献第四章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第五章 
科学研究的 构思与设计第六章 科学研究过程第七章 科学实验设计与分析第八章 科学研究项目的申报
第九章 研究论文写作第十章 科学文献探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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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研究的目的、意义及价值。目的及意义是对课题的科学价值和实际用途的总体
评述。目的是指对该项科研活动的最终结果，以及借助一定手段达到这种结果之途径的预测和设想，
根据课题的类别、应用范围，研究的目的可分为科学、应用、总体、分项、抽象、具体、间接、直接
目的等。意义是指对该项科研活动所造成影响和作用的评价，意义可分为理论、实践、历史、现实、
国内、国际意义等。意义的标准在于它符合客观需要，研究者要善于找出哪种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没有意义的课题就没有研究价值。论证研究价值时，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分析选题的重要
性，展示所选课题的学术意义和应用前景。首先应通过对所选课题的文献综述，正确判断选题的方向
性、前沿性，即认真仔细地查阅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料（称为“查新”），了解前人或他人对
所选课题或有关问题做过哪些研究，及其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范围、方法、成果等，将已有的研究
成果作为自己选题的研究起点，并从中发现不足，确认自己的创意、研究特色或突破点。其次再论证
所选课题的学术价值，说明其在对某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研究上可能获得的新进展。最后论证所选课题
的实践价值，也就是能够解决的实际问题，或对解决某实际问题有什么指导作用。（4）研究背景和
依据。简明阐述所选课题的研究背景（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及相关依据，即根据什么、
受什么启发而选择了本项研究，还应从现实、理论、社会需求依据及展开研究所需要的条件等几个方
面，说明所选研究的必要性、迫切性和科学性。现实依据是指对所选课题研究领域的现实状况分析，
指明该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症结、原因，以此强调选题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理论依据是指支撑
所选研究课题的主要相关理论基础、相关理论的基本观点、相关理论的观点与所选课题的关系或联系
、对所研究问题的指导作用、相关理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新观点与见解。此外
，还应对完成所选课题需具备的条件进行透彻分析，一方面要分析研究者和实验人员的知识结构、科
研水平、心理素质等，另一方面要分析开展课题研究的硬件、软件环境及投入的实验经费、时间等，
以及研究者所积累的与所选课题相关的理论、技术、物质基础等。2.研究方案的设计科学研究方案的
设计是有序地开展所选研究课题的具体设想，包括规定选题的总目标，各方面的具体目标、内容，完
成研究内容的先后步骤，各步骤采用的方法等。因此，研究者在确定课题之后，应该进一步明确所选
课题的研究方向和指导思想，明确完成所选课题的组织方案，制定行之有效的研究计划。（1）研究
目标。课题的研究目标也就是课题完成后能达到的具体效果，即能够解决哪些具体问题、可能提出哪
些新理论或新技术、可能产生的相关效益，包括能达到的技术指标、社会效益、经济指标、经济效益
及对关键科学问题的探索和突破等。研究目标要求明确、内涵和外延清楚，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
并能够检测。要客观而合理地确定研究目标，一方面要考虑课题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课题
组实际的工作条件与研究水平。

Page 4



《科学研究方法》

编辑推荐

《科学研究方法》为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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