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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研究是人类探索未知领域的一种认识活动，是对自然界的认识由不知到知之较少，再由知之
不多到知之较多，进而逐步深化，直至发现其本质规律的认识过程。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千百年来无数的科研工作者功不可没。
　　探索自然奥秘，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创造，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
科研工作是一种探索性的艰苦劳动，也是一段复杂的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无
数的汗水，才能有望得到收获。
科研工作者，特别是立志于未来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创造的大学生，在努力拼搏、踏实钻研的同
时，也需要得到正确的科研方法和策略的指导，尽量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挫折，促进早日取得研
究成果，获得高质量的创新成果。
　　方法正确，事半功倍；方法错误，功亏一篑。
正确的科研方法对科研工作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构建知识体系和科学大厦必不可少的要
素，而且能够扩展和深化人们的认知能力与辨识水平。
错误的科研方法往往会导致荒谬的结论或者伪科学，有时甚至会严重地阻碍科学发展的进程！
科研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研究者能否在科研工作中取得创新的成就。
掌握了正确的科研方法，就有更大的机会早日取得成就，反之亦然。
　　敏于思辨，成于方略。
学习科研方法的目的，在于应用科研方法解决科研问题，以便在科研工作中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提高研究效率，获得高质量研究成果。
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莘莘学子以及科研初学者，通过学习《科研方法导论》，早日
迈进科学研究的殿堂；通过学习和实践先人创立的科研方法，借鉴前人的科研经验，吸取他人的失败
教训，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科研之地，辛勤耕耘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为创造更加灿烂的人类文
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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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南开大学与科学出版社合作的“国家级教学团队·科学素质教育丛书”中的一本，全书以
科研方法为核心，结合科研工作实际，分三篇——基础篇，技能篇和应用篇，系统地阐述了科研工作
的基本概念、典型科研方法、科学思维方式、基本科研技能以及科研规范和约束，体现了“体系创新
，各章独立，研学结合，学以致用”的特点。

　　《国家级教学团队·科学素质教育丛书：科研方法导论》可作为综合性院校、理工类和师范类院
校研究生、本科生讲授科研方法课程的教材，特别适合科研初学者学习和实践，也可供教师、科技工
作者和科技管理干部参考使厢。
本书各章内容独立，读者可根据学习和工作需要进行选读或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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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科学研究是一种艰苦的知识探索性劳动，没有专业知识、不掌握科研技能就无从做
起。
学习，顾名思义，“学”者，泛指对知识及理论的汲取，并不断积累，逐步建立起知识的结构及大厦
；“习”者，泛指经常复习与练习，温故而知新，实践得真谛。
专业知识的学习是从事科研工作的第一要件，必须在平时打好基础。
临阵磨枪不仅被动，而且很难取得惊人的科研成就。
 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初学者应切实做到：夯实基础，厚积薄发；提出问题，追求学问；不取亦取，
虽师勿师；孜孜不倦，终生研习。
在此基础上，笔者给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
 （1）学无止境，常学常新，常研常进。
科研工作者是一个勤奋的群体，由于必须使自己跟上知识的发展步伐，因此对知识技能的学习是永无
止境的。
要不断根据科研需要，及时补充、吸纳与课题研究有关的专业知识和科研信息。
知识常学常新，科研常研常进。
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
在学习科研方法的同时，也应当阅读一些有关科技史的文献以及科学家的传记，从中了解科学技术的
发展脉络和科学家的发明创造经验，学为所用，以之指导科研工作。
 （2）对本专业的经典文献要精读细研。
对科研资料的阅读需要精心安排，保证有计划、有目的，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应对已得到的文献平均分配时间阅读，而要对本专业的经典文献（教材、专著、学位论文、期刊文
章、说明书等）加以精读细研。
并且，不要受既定思维方式的束缚，要带着问题去研读、反复读。
一有所得，应立即记录，避免遗漏。
 （3）批判性阅读，独立性思考，切忌因循守旧。
阅读已经发表的文献时，不应盲从，应该理性、批判性地阅读，这包括论文提出的研究方法、理论推
导、方案设计、实验结果、分析讨论、某些结论及推论等。
要提倡阅读中的独立性思考，不因循守旧，阅读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并试图给出自己的解答方案或
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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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出色的编撰团队　　该套丛书由教育部批准的首批100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唯一的文化素质教育类
型的教学团队——南开大学“科学素质教育系列公共课教学团队”中多年从事科研和教学的资深老师
编写。
　　优秀的教材内容　　稳：本套教材均为已出版多次的经典教材的再版，诸位编著者通过长期的教
学实践和经验总结，其编写的教材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内容体系。
便于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
　　新：随着各个学科的发展，在保持教材内容相对稳定的同时，又能及时对学科前沿的内容进行补
充，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完善的教材配套　　单机版电子课件：内容与教材同步.通过图片，案例等形式使学习与实践紧密
结合，增强了课堂教学的生动性，　　网络版教学课件：在单机版电子课件的基础上，拓展与课程相
关的内容，通过网络技术的支持，搭建网络沟通平台，实现对以往教学中教师单向讲授模式的突破.实
现了教学的开放性、交互性和资源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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