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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概述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
学观的反映，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是构成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然辩证法的内涵包括自然界发展
的辩证法、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法、
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辩证法
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
展一般规律、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的科学。

自然辩证法的定义与内涵



自然辩证法以自然界、科学技术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

揭示自然界、科学技术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阐述科学技术的本质、结构、功能

及其发展规律，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为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研究任务

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和指

导原则，为科学方法论提供世界观、

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支持。

科学方法论是自然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和体现，是在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下，

对科学研究活动进行反思和总结而形

成的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

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方法论相互促进、

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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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方法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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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与科学观



古代自然观

以直观、猜测和思辨为主要特征，

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和有机性，

但缺乏实证和精确性。

近代自然观

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追求精确

性和可重复性，推动了自然科学

的发展，但过于强调机械论和还

原论。

现代自然观

在近代自然观的基础上，引入了

系统论、复杂性等概念，更加关

注自然界的复杂性和整体性。

自然观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以自然哲学为主要形式，强调对自然界的理解和解释，但
缺乏实证和系统性。

古代科学观

以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基础，强调科
学知识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验证性，
推动了科学的快速发展。

近代科学观

在近代科学观的基础上，引入了科学
社会学、科学哲学等视角，更加关注
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和相对性。

现代科学观

01

02 03

科学观的形成与演变



自然观是科学观的
基础

自然观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基

本看法和态度，为科学观的形成

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科学观推动自然观
的发展

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和科学

方法的不断完善，人们的自然观

也在不断发展和深化。

自然观与科学观相
互渗透

自然观与科学观在发展过程中相

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

自然观与科学观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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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论基础



观察与实验方法

观察法

通过感官或借助科学仪器，有目的、

有计划地对自然现象进行感知和描述，

获取经验事实的方法。

实验法

根据研究目的，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

主动干预或控制研究对象，在人为设

定的条件下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方法。



归纳法
从个别到一般，由经验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的方法。包括完全归纳和不完全归纳（简单枚举法

和科学归纳法）。

演绎法
从一般到个别，根据已知的一般原理或规律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方法。包括三段论、假言推理、选言推

理等。

归纳与演绎方法



分析与综合方法

把研究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方面、因素，然后分别加以研究的方法。包括定性分

析、定量分析、因果分析等。

分析法

把研究对象的各个组成部分、方面、因素联结起来加以研究的方法。包括简单综合和辩

证综合（系统综合）。

综合法



VS

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和新的科学事实对

所研究的问题作出猜测性陈述并加以验

证的方法。包括提出假说、构建假说、

检验假说等步骤。

验证方法

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手段检验假说的真伪，

以确定其科学性的方法。包括直接验证和

间接验证（逻辑验证和实验验证）。

假说方法

假说与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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