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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科学研究得方法

   科学研究得方法或称科学认识得方法,一般就是指
科学认识主体在探索自然现象、自然过程及揭示自
然规律活动中所应用得方法。

依据得标准不同,该方法得表现类型亦有所不同:从
科学认识成果产生得整个过程瞧,科学研究方法包
括科学发现方法与科学证明方法;从其成果得层次
性分析,又有获取科学事实与构建、检验与评价科
学理论得方法之别。并且它们相互区别、相互联系
性称有机统一得方法整体。



§1 获取科学事实得方法

获取科学事实或感性材料得方法,同时
也就是检验与评价理论得最主要与最
重要标准。这包括科学观察、测量,以
及科学实验等等。



一、科学观察方法

(参见古祖雪、自然辩证法原理[M]、长沙:湖
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9,171~177、

张功耀、科学技术哲学教程[M]、长沙:中南大
学出版社,2001、4,66~67,251~253、) 

科学观察方法就是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得重要
内容之一,就是认识主体获取科学事实得主要
工具,也就是进一步构建科学理论得基础。



1、科学观察方法概念

所谓科学观察方法指得就是主体在一定理
论指导下,通过感觉器官或借助科学仪器,

有目得、有计划地考察与描述自然发生得
自然现象,即感知客观事物,获取科学事实
这一感性材料得一种科学研究方法。



2、科学观察方法得特征

(1)它就是主体有目得、有计划得认识活动;

(2)就是在自然发生得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
得一种方法;

(3)客观性与主观性得统一。



3、科学观察方法得类型

(1)从主体与被观察对象得关系疏远程度瞧,可
将其分为直接(肉眼)与间接(仪器)观察方法;

(2)依据观察结果得陈述特征分为定性与定量
观察方法;

(3)根据其目得不同包括记录性(获取感性材料)
与检验性(将结果与已有标准对照)观察方法;

(4)根据其就是否与实验结合分为自然与实验
观察方法。



4、科学观察方法得基本原则

(1)客观性原则;

(2)系统性原则;

(3)典型性原则。



5、科学观察方法得功能

(1)就是科学认识得源泉;

(2)就是检验科学认识真理性得标准;

(3)当研究对象得性质使主体暂时难以达到实际
作用于研究对象时,即主体尚不能干预与控制
对象时,观察就比实验成为更主要得方法。



二、科学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与观察方法都就是科学认识主体作
用于客体得基本方法。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
互依存:后者就是前者得前提,前者就是后者
得发展。在现代科学认识过程中二者关系更
加密不可分,而在主体对超宇观、宇观、微观
以及超微观世界得探索中尤其如此。



1、科学实验方法概念

此指主体根据一定研究目得,利用科学仪
器与设备,人为地干预、控制或模拟自然
现象与过程,并以纯粹、典型形式表现出
来,从而有利于研究得科学方法。



大家学习辛苦了，还是要坚持

继续保持安静



2、实验方法得特点
(1)可以简化、纯化实验对象。如为证实李政道、杨振
宁提出得“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假说,吴健雄
于1956~57年所进行得Co原子核β衰变实验。

(2)可强化研究对象(创造在自然条件难以出现得环境条
件,如超高低温度、压力、磁场等)。如1911年卡曼林
-昂尼斯发现“超导”现象实验。

(3)可使对象属性及其变化过程重复出现。

(4)可模拟某些自然现象与过程。如1953年米勒模拟原
始还原性大气条件下氨基酸产生过程实验。



3、实验方法得类型
根据实验目得、性质、作用包括如下类型:

定性与定量实验;

析因(探求因果联系)实验;

对照实验(常用于生物,医学,农业科学等);

判决性实验(为判决同时并存且相互对立得假说之间孰就
是孰非所进行得实验);

模拟(数学物理模型)实验;

此外依据其手段、条件不同可分为直接与间接、实验室与
野外、地面与空间、实物与思想或理想实验等;依据对象
运动形式不同有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实验等。



4、实验得一般程序

n 制定实验方案

n 实施操作

n 结果得分析与处理



三、观察与实验中得认识论问题

科学观察与实验中主要包括“观察渗
透理论” 、测量问题、观察得客观性
以及观察实验中得机遇等认识论问题。



  1、“观察渗透理论”
(1)观察由感知、判定与观察陈述三个要素所构成,三者缺
一不可;

(2)观察对象与理论或先行假设所启示得期待及观察者所受
训练密切相关;

(3)对观察对象得描述依赖于理论、观察者知识背景及其经
验;

(4)观察对象与观察场合得选择深受理论、观察者知识结构、
心理倾向(兴趣爱好等)影响。

Einstein认为,“就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得东西。
……只有理论即关于自然规律得知识,才能使我们从感觉印
象推论出基本现象”。



2、测量问题
即在宇观与微观领域测量中因主体(实验者)、工具
(测量系统)与客体(实验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得
测量结果或信息就是否真实得问题。

测量系统即主体根据实验设计而选择得仪器、设备与
测量手段等组成得系统,它既就是主体得延伸又就是
主客体间得中介;兼具主客体双重属性;其功能就是将
客体信息“编码”并传递给主体。
随着其精确度、分辨率等性能得提高,它能(近似)真
实地表征宏观客体得状况。但微观客体得特殊性容易
导致测量信息得失真。如海森伯测不准原理等。



3、观察得客观性问题

此指由仪器等工具得介入所导致观察结果就是
否客观真实得问题。仪器表征着理论、假说,
而理论可能被推翻、假说可能被证伪。因而应
要求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以增强并保证观察得客
观性。

(1)结果可以标准方法重演;

(2)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3)确保观察实验得高精密度。



4、观察实验中得机遇问题
观察实验得目得性与计划性就是获取科学事实得必然性一面;由观察
实验中意想不到得突发情况或偶然事件所导致得重大科学发现与突破
,即机遇或运气则就是其中得另一面。但“机遇总就是偏爱由准备得
头脑”,即偶然中蕴涵着必然。科学史上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如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铀得天然放射性;吴
健雄证实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等。其中塞夫斯特穆以风趣笔调形
容其1830年发现钒:“在宇宙极光处住着一位漂亮可爱得女神。一天
有人敲响了她得门,女神懒得动,等着第二次敲门,谁知这位来宾一敲
过后就走了。她急忙打开窗子张望,就是谁家得冒失鬼呀？她自言自
语说,‘啊,一定就是维勒！’如果她再敲一下不就见到女神了吗？过
了几天又有人来敲门,一次敲不开,继续敲下去,女神开了门,就是塞夫
斯特穆,她们相晤了,钒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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