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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定义：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 P2  

2、 《辞海》科学定义，范畴，定理 

3、 科学按研究对象不同分类 P4  

4、 科学研究是探索性质和规律 P5  

5、 科学研究分类（研究过程） 

6、 科学研究一般过程 P8  

7、 科学方法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 P9  

8、 科学研究方法论有（）不同层次 P12  

9、 唯物辩证法有（）创立（马、恩）P13  

10. 自然科学方法的三大支柱（实验方法、概率方法、逻辑方法 p16） 

11 思维形式 A B C P18  

12 理性认识的三种基本方式：概念 判断、 

13 创造性思维包括：（A B C D）P2324  

14 系统思维具有（A B C D）等特点 P24  

15、大学教师应具备的科研素养（ ）  P27 

16 科学问题的特征 （A B C D）P35 

17 科学问题分为 A B C D P36  

18 劳丹将科学问题分为 （A B） 

19 经验问题可分为 A B D P37  

20 科研问题按求解类型分为 A B 38  

21 科研问题根据内容性质分为 C D P38 

22 根据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A B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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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广义上讲科研选题包括 A B P39  

24 邹鲁院士。研究方向分为 B C D P40  

25. 科研方向在选题中的作用   P41 

26 科研选题方式 A B C D P44  

27 科研方案的设计，包括 A B C D P47 

28 科研选题的评价一般包括 A C P49  

29 综合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 A B C D P49 

第三章  

31 资料收集要求包括 A B C D P55  

32 原始资料收集方法 A B C P54  

33 二手资料搜集方法 A B 54  

34 鉴别资料过程需要鉴别 A B C D P58  

35 资料整理原则 A B C D P59  

36 按加工深度，文献分为 A B C D P61  

37 文献的三个基本属性 A B C P61  

38 印刷型文献分为 A B C D P63  

39 属于一次文献的有 A B C D P62  

40 一次文献的特点 A C D P62  

41 二次文献的特点 A B C P62  

42 三次文献的特点 A B C D P63  

43 按文献载体形式分类，文献分为 A B C D P66  

44 按著录形式分类，检索工具分为 A  D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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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 A C D  

46 工具检索法分为 A B C P69  

47 间接检索方式分为 A B 69  

48 计算机检索方法分为 A B C P70  

49 文献阅读方法可归类为 A B C P72  

50 文献阅读的具体要求 A B C D P74  

51 根据文献综述信息含量不同，可分为 A B 78  

52 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基本结构包括 A B C D P79  

53 文献综述的特点 A B C P77  

54 世界上最著名的两种科学杂志 A B (和)  

第四章  

55 课题立项的评审原则包括 A B C P91  

56 课题按研究性质分为 A B C D P92  

57 课题按研究功能分为 A C D P93  

58 科研课题按研究内容和经费需求分为 A B C P93  

59 科研课题按研究的层次分为 A B D P93  

60 科研课题按管理部门分为 A B P93  

61 写科研立项申报书，要清晰表达项目的 A B C D P96  

62 科技查新原则包括 A B C P104  

63 科技查新中的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包括 A C D P105  

64 科技查新也包括(A B C D)查新 P106  

65 新颖性的判定原则主要包括 A B C D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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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新颖性的概念界定包含 A C D P108  

67 科技查新与专利审查其中的新颖性区别体现在 A B D P108  

第五章  

68 科研方法类型分为 A B C P111  

69 思辨方法通过（A B）获取知识 P112  

70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区别 A B C D P115117  

71 定性研究的常用方法 A B C D P113  

72 定性研究的特点 A B C D P112  

73 定量研究的测定尺度包括 A B C D P115  

74 定量研究主要运用 A B C 等方法 P116  

5.2  

75 实验研究方法要素 A B C D P118  

76 按是否设控制组，实验设计分为 A B P119  

77 按分组与处理方式，实验设计分为 C D P119  

78 按自变量多少，实验设计分为 A B P119  

79 对比设计，实验对象分为 A B P119  

80 效度分为 B C P122  

5.3  

81 调查研究基本程序包括 A B C D P124  

82 问卷按发放形式分为 A B C D P125  

83 问卷设计分为 A B C D 等环节 P125  

84 问卷一般由 A B C D 等部分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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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问卷中的调查问题基本上可概括为 A B C P126  

86 问卷中形式问题分为 B C P126  

87 问卷中的功能问题分为  P126  

88 问卷中的实质问题分为 P126  

89 访谈法按控制程度分为  P128  

90 半结构式访谈形式包括  P128  

91 文献法的特点  P130  

５.４  

92 观察法按是否隐匿身份分为  P135  

93 观察法按观察方式的结构分为 P135  

94 实地研究方式优点包括 P138  

95 观察法依据观察对象划分为  P135  

96 抽样方法分为 P139  

97 个案研究的一般步骤  P138  

５.５  

98 统计数字来源  P144  

99 历史比较法包括 三种类型 P144  

100 参与人同时选择 是   

５.６  

101 逻辑分析的方法有 ＡＢＣＤ P148  

１０２ 博弈分析中的组成要素 ＡＢＣＤ P149  

１０３ 按当事人之间的约束力行为 ＢＣ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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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博弈论按行为的时间序列性分为 ＡＤ P151  

１０５ 按参与人对其它参与人的了解程度博弈分为 ＡＣP151  

１０６ 按博弈进行的次数，博弈可分为 ＢＣP151  

１０７ 属于非合作博弈 ＡＢＣＤ P151  

第六章  

１０８ 数据按性质分为 ＡＢＣＤ P152  

１０９ 定数据包括 ＡＢ P152  

１１０ 定时数据包括 ＡＢＣＤ P152  

１１１ 定量数据包括 ＡＢＣＤ P152  

１１２ 定量数据或数值数据包括 ＣＤ P152  

１１３ 统计分组遵循原则 ＡＢ P156  

６.２  

１１４ 描述性统计包括数据的ＡＢＣＤ P158  

１１５ 统计图的类型 ＡＢＣＤ P161  

１１６ 统计表包括 ＡＢＣＤ P159  

６.３ 误差  

１１７ 以误差的来源分类  P166  

１１８ 抽样误差是 ＡＢ引起的偶然性误差 P168  

１１９ 误差的表示方法包括 ＡＢＣＤP168  

１２０ 系统误差通过 ＡＢＣＤ进行检验 P169  

１２１ 粗大误差的判别方法包括ＡＢＣＤ P171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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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回归分析按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分为 ＣＤP173  

１２３ 回归分析按涉及的自变量的多少分为ＡＢ  

１２４ 大部分经济变量可以通过  转为线性关系 P179  

１２５ 常见的方差分析包括 ＡＢP180  

１２６ 聚类分析按聚类变量分为 ＡＢP186  

１２７ 聚类分析按聚类类方法分为 ＣＤ  

１２８ 结构方程模型有效整合了统计学的两大主流技术 ＡＢP188  

１２９ 结构方程模型的组成因素有 ＡＢＣＤ P189  

１３０ 结构方程模型中指标分为 ＢＤ P189  

１３１ 结构方程模型包括（ＢＣ ）P189  

１３２ 结构方程模型中测量模型反应的是Ａ与Ｄ之间的关系 P189  

第七章  

１３４ 科研成果的特征概括为 ＡＢＣＤ P192  

１３５ 以下ＡＢＣＤ属于科研成果  

１３６ 科研成果的形式，包括 ＡＢＣＤ P193  

１３７ 科技论文包括 ＡＢＣＤ等几种 P197  

１３８ 科技论文具有 ＡＢＣＤ 等特点 P195  

１３９ 科技论文的结构分为一般分为 三大部分 P198  

１４０ 前导部分分为 ＡＢＣＤ P198  

１４１ 附录部分分为 ＡＢＣＤ P200  

１４２ 专利包括  P205  

１４３ 申请发明专利，申请文件包括 ＡＢＣＤ P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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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包括 ＡＢＣＤ P207  

１４５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包括 P207  

１４６ 专利成果转化的方式 ＡＢＣＤ  

１４７  不属于国际上确定保护范围  

148 国际法保护范围包括  P211  

149 我国现行科技成果鉴定办法规定  形式 P212  

 

单选练习题  

第一章  

1.1（自然科学）包括了许多领域的研究，它是 4  

1.1（观察研究）认识科学地位与事物方法，是通过感官或辅助仪器

7  

1.1（调查研究）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常用方法 P7  

1.1（实验研究）是研究者运用科学实验的 P7  

1.1（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  

1.1（科学研究程序）是指在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最基本最有成效的

步骤 P4  

1.1（设计方案）主要包括科学实践的研究内容，思想领域，研究方

法等  

1.1 12世纪初，宇宙论者（威廉）提出了“科学是知识”的思想 P2  

1.1百科全书“”解释是“”，现象的（只是 .），这一（）重要之一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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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从研究性质看，科学研究可分为（探索性研究）和发展性研究 P7  

1.1 研究方法看，科学研究可分为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和观察研

究 P7  

1.1 科学可按研究对象不同进行分类，以下（政治经济学）不属于这

一分类 P4  

1.1 科学研究的基本特点状态可分为（创新性）和继承性 P6  

1.1 确立（科研课题）是科学研究起点，也是首要环节。P8  

1.1 最早将译为科学的是 1  

1（2）（）注意研究人的活动、意识和社会现状，它包括…… 

（c）社会科学  

1（2）出自于《新观点，由个例到一般的论证方法是  

（归纳法）  

1（2）继承了实证主义思想，并树立了逻辑原理主义的学者是（罗素）  

1（2）科学研究方法有（三个）不同层次  

1（2）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概念”是受库恩（范式）这个

概念的启发而提出的 P11  

1（2）人们通过科学抽象获得对直观事物全面，是体现思维形式不包

括（事实）  

1（2）实证主义由（孔德）创立  

1（2）以下（事实）不属于科学理性认识的三种基本方式  

1（2）以下（历史方法）不属于自然科学方法三大支柱  

1（2）由于同一人文和社会现象不存在重复发现可复制性，因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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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所研究对象是 

有不能复制特点  

1.2（逻辑主义方法论）包括维也纳孔派所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波

普系数出的逻辑证伪主义。  

P10  

1.2（演绎法）即论证方法 P13  

1.2（黑格尔）分析了历史理性与历史主义，创立了辩证法 P13  

1.2（库恩）否认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理性存在于科学共同体判

断之中 P10  

 

1.2（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斗争和运动，方法 P13  

1.2（拉卡托斯）科学研究了思维方法论 方法论 P11  

1.2(阐释学)是一种解释和了解文献的哲学，原意 P14  

1.2（现象学）是一种通过“直接与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

“存在”P14  

1.2（一般研究方法）是以哲学方法为指导，对各种学科研究是有普

遍的指导意义。P12  

1.2（唯物辩证法）是在概括总结各门见解所构成承认基础上，根

据……方法论  

1.2（实证论）是指事实必经是通过观察和感觉分析认识……事物 P13  

1.2（培根）首先指出了整理和分析感性材料下三表法，即具有表，

差异表，程度表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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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自然科学）一般用数学方法或物理方法……逻辑表示  

1.2（逻辑主义科学方法论）指出：和科学是与“前提真结论必真”

这……相关的  

1.2（逻辑实证主义）指出：科学主要来自于经验事实，……P10  

1.2（逻辑主义学派）主要指科学发展过程 过程的合理之一，但他们

忽略科学史实的价值  

1（3）（分析）就是把一个复杂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各个要素，然

后加以考察的一种思维方 

法 P22  

1（3）（综合）是把分析中得到的关于客观对象各个部分的认识……

的整体认识思维方法 P22  

1（3）（判断）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思想…或…思维过程 P19  

1（3）（比较）是建立在客观物质差异性和共同性基础的方法，只找

出——相等的 P22  

1（3）（科学思维方法）是科学思维中最基本——是科学….构成部分

P20  

1（3）（逻辑思维方法）是科学思维中最普通最基本一种类型 P2122  

1（3）（科学抽象）是理性认识的 P21  

1（3）（科学概念）是理性思维的基本单位 也是科学思维的基本形式

P21  

1（3）（想象）是人在头脑里对已经都有的表象，它是一种高级特性

形象思维形式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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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概念）是以压缩的形式表现大量知识的一种手段，是反映….

最本质特征 p19  

1（3）（抽象）是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对感性材料……过程 p18  

1（3）（理性思维）是在直观感性基础……认识过程 p20  

1（3）（科学思维方式）是指能使主观与客观达到具体的历史……思

维逻辑 p18  

1（3）（反驳）是指已有的理论或方法举反例…..的两个方面 p20  

1（3）（假说）是为了解决一定的……说明 p19  

1（3）根据已知真实的判断来……真实性在思维方式是（论证）p19  

1（3）科学思维的详细内涵有，一是高级的（）客观性，正确，二是

指，三是…17  

1（30 科学思维与一般思维都是以人 都是由（感性直观）上升到理

性思维 p18  

1（3）由一个或几个已知到…..，思维形式转变为（推理）p19  

1（3）认知学派中（科学思维）被定义为…p17  

1（4）（理论素养）是指….  

1（4）（科研素养）是指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时，在思想道德上理

性知识……高级的复杂的 

综合素质。P25  

1（4（能力素养）是指研究者在  

1（4）研究者的(思想品德)素养包括社会素质……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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