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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论》

内容概要

《科学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以科学研究过程中认识和思维的特
点、规律为主线，研究科学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内容。《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科学思维方法
演变的历史脉络，东西方科学思维传统与方法，科学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科学理性的思维方法，科
学的逻辑思维方法，辩证的科学思维方法，系统科学的思维方法，创造性科学思维方法，科学思维方
法与艺术思维方法等内容。全书构思独特，内容新颖，旁征博引，求精探微，语言流畅，引人入胜。
《科学方法论》既可作为高等院校各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程教材，本科牛公共选修课的教材，也
可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上程技术研发的专业科技工作者和各级党政管理干部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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