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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导论》

内容概要

《自然辩证法导论》在自然观方面，对自然观的发展、自然物质系统的演化、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
混沌理论等做了较详细的论述。结合我国的国情，对生态自然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做了较详细的阐述
；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用实践经验与理性逻辑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科学假说的形成、检验和发
展、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阐述了技术方法和技术发明、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在科学研究中的基
本作用；在科学技术观方面，阐述了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社会建制等问题，从技术与科学相互联系
与相互区别上，深入地阐述了技术创新与高技术产业化的问题，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社会
现实，对科学精神、科学技术的价值评价、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科教兴国、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等问题做了较系统的论述。《自然辩证法导论》力求做到哲理性、科学性、知识性和现
实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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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导论》

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　第一节 自然辩证法的科学性质、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　第二节 自然辩证法的创立　第三
节 自然辩证法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篇 自然观第一章 自然观的发展　第一节 古代相互
的自然观及其科学技术基础　第二节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技术发展　第三节 19世纪科学技
术的发展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产生第二章 物质运动的自然图景第三章 自然界的系统性第四章 自
然系统演化的规律性第五章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然观第二篇 科学技术方法论第六章 科学认识和科
技方法第七章 科学问题和科研选题第八章 科学事实及其获取途径第九章 从科学假说到科学理论第十
章 创立科学理论的基本思维方法第十一章  技术实践和技术方法第三篇 科学技术观第十二章  科学技术
的本质和社会属性第十三章  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第十四章  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因素第十五章  技
术创新与高科技产业化第十六章  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评价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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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导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人对系统的认识水平看可以划分为黑系统、灰系统、白系统。它们反映了人对系统要素
、结构和功能认识的清晰、模糊和未知的不同认知程度。黑系统表示人们对系统内部的结构、要素、
功能一无所知。白系统指人们对系统的结构、要素、功能已认识清楚了。灰系统介于这两者之间。人
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在认识过程中不断努力地使黑系统转变为灰系统，使灰系统转变为白系统。 
按照系统的热力学状态可以划分为平衡态系统、近平衡态系统和远离平衡态系统。平衡态是指系统各
处可测的宏观物理性质（包括力学、热力学、电磁等性质）均匀的状态。近平衡态是指系统处于离平
衡态不远的线性区。远离平衡态是相对于平衡态和近平衡态而言的，远离平衡态是指系统内可测的物
理性质极不均匀的状态。 系统的分类标准是相对的，它们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不同类型系统
之间存在交叉关系。 第二节物质系统的基本特征 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动态性、层次性、自组织性
是所有系统的基本特征。这些既是系统论的基本思想，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表现了系统论不仅
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具有科学方法论的含义。 一、系统的整体性 系统的整体性是指系
统具有不可还原的整体性质，即作为物质系统的整体出现了它的组成要素（部分）所没有的性质，或
者失去了组成部分所具有的性质。整体性又称新质突现，即系统整体出现新的性质、新的功能、新的
规律的突变。 从质的角度看，整体性是包括物质系统在内的一切系统最根本的特征，主要反映了系统
整体与要素部分之间质的相互关系。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的特性、功能和行为不是各
个要素（部分）特性、功能和行为的机械组合或简单叠加，而是它们的共同作用决定的。既不能将整
体与部分混同起来，也不能使整体与部分分割开来。整体是部分的有机统一，即“整体不等于部分之
和”，整体的性质不是要素所具备的。如水（H2O）的性质与氢（H）原子或氧（O）原子都不同。
一个化学物质分子的特性是组成它的单个原子所没有的，即化合物的性质不等于组成元素的性质。而
任何一个生物体的特性，也不是组成它的单个细胞的性质。整体性与堆积性有明显的不同。堆积性的
特征是无论物质的增加或减少都不会造成物质性质的改变。如一堆沙、一撮土等，这些堆积物的特征
并不因添加物的多少而改变，它们始终呈现堆积性。但是要素的性质影响整体性质，如一台机器中，
一个部件出现问题机器运转就会不正常。各组成部分或各层次的充分协调和连接，能提高系统的有序
性和整体的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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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导论》

编辑推荐

　　自然辩证法课程是国家教委规定的理工农医硕士研究生的思想理论课，是硕士研究生必修的学位
课程。教学目的是通过教学使硕士研究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
方法，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方法论和科学技术观。扩大学生的视野，启迪学生的思维，从而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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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导论》

精彩短评

1、还是老师上的比较好
2、给别人买的 都差不多吧
3、不得不买的书～～对书的质量不敢恭维
4、很喜欢 介绍的很详细 很有帮助
5、其实不错的，认真看看。
6、在职研究生使用教材。
7、其实不错，箱底中。
8、好书！考试周！
9、恶心死的书。再被它折磨一天好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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