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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科学技术学》

内容概要

《走近科学技术学》分为“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应用与案例研究”两篇，集中选取了国内学者近年
在“走近”科学技术方面的积极探索和相关进展，是全面所映我国科学技术学研究的专业著作。
科学技术学（STS）是在国外日渐兴起的一门前沿交叉性学科，针对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各方面作
用与影响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交的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国内这方
面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引进和起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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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STS：从SSK到SEE我们生活在科学文化之中，当然需要为理解这种文化做出努力。STS(科学、技术与
社会或其新形式科学技术论)是这类努力的集大成者。诚如爱丁堡“科学论小组”的创始人艾奇(D
．Edge)所言：“谁都不能否认，STS研究的主题也是人类面临的核心问题。”但是，如果STS真的要想
做到让我们准确地理解科学技术以及它们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那么它就需要以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同
样快的速度发展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在SSK勃兴的时期，它做到了；那么现在如何呢？1．SSK与
描述性STS在STS的发展史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地质构造巨变期”，大部分“断裂结构”都是在
这时候产生的。相对于传统的理性主义科学观，维特根斯坦的“新哲学”就是一个断裂；以库恩为代
表的历史主义又是一个断裂，一个似乎更为明显的断裂。我们知道，早期的科学哲学主张对科学进行
纯粹的理性重建，坚信认识论可以提供区别经验科学陈述与形而上学陈述的严格的普遍标准。逻辑实
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所争吵的，只是标准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历史主义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家族
纠纷”。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要求我们从科学之外的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来表现“科
学当时的完整历史”。这极大地改变了STS的发展方向，开启了科学理解的新时代。不过，真正让STS
的“地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是SSK。这得从“科学论小组”说起。受斯诺(C．P．Snow) “两种文
化”之争的激励，爱丁堡大学于1964年成立了“科学论小组”，目的是把跨学科的教学方法引入理工
科学生的教学中。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组”，多数情况下只有四人：艾奇、巴恩斯(B．Barnes)、布
鲁尔(D．Bloor)和夏平(S．Shaping)。然而，正是这只爱丁堡小蝴蝶振动了一下翅膀，引起了一场席卷
全球的思想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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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近科学技术学》适合自然辩证法、科学学、科技政策研究人员，政府和高校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
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干部，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政策学领域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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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算是一本不错的书，可以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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