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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学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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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科学问题
及其规定

v一、科学问题的一般规定

v指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当时的科学知识背景
之下，提出的关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
要研究解决而又未解决的矛盾。但无确定的
答案。

v二、科学问题的结构

v科学问题的结构中既包含着求解的目标，也
预设了求解的范围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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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科学问题的来源

v科学问题通常由下列通道被提出或发现:

v一、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并做出统一
解释

v二、已有理论与经验事实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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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三、多种假说之间的差别和对立

v四、一种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困难

v五、不同学科的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

v六、追求理论的普适性和逻辑简单性的
需要

v七、对新假说或新事实的检验

v八、根据生产和实际生活需要而提出的
实用性或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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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以上八个通道是最常见的。实际上，科学
理论或假说的最基本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要
寻求一定范围内的经验事实的联系和统一
的解释，所以，第一条通道提出的问题，
实在是最基本的科学问题。通过其它途径
所提出的科学问题都是它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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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科学问题的
分解与转移

v一、科学问题的分解

v对问题进行分析，把一个大的问题分解成
若干相互关联的小问题，从而找到解决这
个问题的步骤和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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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二、科学问题的转移

v 1、一个问题解决之后，转向由此引伸出来的
其它问题;

v 2、及时抓住机遇所提供的新线索，追踪新问
题；

v 3、转换问题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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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科学问题的意义

v爱因斯坦：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
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
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
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
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
学的真正进步。

v贝弗里奇：确切地陈述问题有时是向解决问
题迈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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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海森堡：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
了问题的大半。

v杨振宁：最重要的是自己会不会提出正
确的问题。

v正因为通过对科学背景知识的分析而提
出的科学问题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著名的科学家们都把是否善于提
出科学问题，看作是科研工作者科学训
练方面的一种最重要的能力素养。

v只有正确地或合理地提出的问题才有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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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伪科学问题无意义。

v科学问题与伪科学问题并非总是清晰可辨。

v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

v爱因斯坦：没有一个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
也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问题。

v恩格斯：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
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
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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