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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社会背景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科学和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同时，理

性主体在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科学和理性主体的历史演变
从启蒙时代开始，科学和理性主体一直被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然而，

在1980年代之前，它们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质疑。

背景介绍



通过研究1980年代“科学”和“理

性主体”的重建，可以深入探讨科学

和理性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

了解1980年代的科学和理性主体重建，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社会的发

展趋势和问题，为未来的科学研究和

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研究意义

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



1980年代科学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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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古希腊时期，以观
察和实验为基础，探索自
然现象和宇宙奥秘。

古代科学 近代科学 现代科学

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的发展，科学逐渐摆脱宗
教和权威的束缚，成为独
立的知识体系。

在19世纪和20世纪，科学
经历了从实验科学向理论
科学的转变，数学和物理
学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

030201

科学观念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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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义

强调知识的相对性和主观性，认为不同文化和知识体系之间没

有绝对的对错之分。

01

实证主义

强调经验证据和观察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证方法才能获

得可靠的知识。

02

理性主义

强调推理和演绎推理的重要性，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源泉和判断

的标准。

科学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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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

兴起，强调科学知识的逻辑和语言分析。

科学哲学的兴起

20世纪中叶，以美国实用主义为代表的相对主义

和实用主义思潮兴起，强调知识的实用性和语境

性。

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兴起

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科学观念提出

挑战，强调知识的社会和文化建构。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科学观念的转变



理性主体概念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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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体概念的产生背景
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推进，人们开始强调理性和科学的重要性，理性主体

概念逐渐形成。

理性主体概念的初步定义

理性主体是指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个体，强调个体自主性和理性思考的重

要性。

理性主体概念的提



随着科学和理性的普及，理性主体概念逐渐拓展到社会、政

治、经济等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

理性主体概念的延伸

理性主体概念被认为是现代性的核心，与现代化进程中的许

多观念和价值相联系。

理性主体概念与现代性的关联

理性主体概念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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