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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玉君，男，二级教授，博导，地理学家。
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民族信息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普通高等教
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地理科学导论》主编，《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编委和《中国民族地理
》卷主编，《地理学思想与方法论丛书》编委；《云南大百科全书》编委和《地理·生态》卷主编；
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省首批教学名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
研究得到钱学森院士、吴传钧院士、陆大道院士、郑度院士和朱小蔓院士等的指导，被称为“青年地
理学家”、“地理专家”和“地理学家”。
致力于地理学、经济学、哲学、教育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国家教育科学基金课题8项(其中，排名第一的4
项，排名第二的4项)。
在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15部，在《中国社会科
学》、《光明日报(理论版)》、《自然辩证法研究》、《人文地理》和《地理科学》等报刊独立或以
第一作者或以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主持完成的研究成果获全国教育科学成果三奖、省自然科学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省哲学社会
科学三等奖、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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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第四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协调共生 第六章地理建设与地理工程 第一节地理建设 第二节地理工程 
第七章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地理学发展的动力 第二节现代地理学的产生背景 第三节地理学的观
念与地理学主要学派 第四节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第八章地理学方法论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科学哲学 
第三节归纳、演绎、类比 第四节系统论思维 第五节综合集成法 第六节模型方法 第七节地理学研究的
程序和模式（Ｉ）——传统的经验归纳模式 第八节地理学研究的程序和模式（Ⅱ）——波普尔的猜测
反驳模式与库恩的范式更替模式 第九章研究地理系统的重要方法——系统动力学 第一节系统动力学
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第二节系统动力学对系统的描述 第三节流程图及其构成要素 第四节系统动力
学模型的建模方法 第五节系统动力学模型方程和计算 附录一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
系统 附录二地理学的哲学贫困 附录三钱学森院士致潘玉君同志的亲笔信函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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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他说，为了解决问题，人们设想的解决办法、推测性理论、假设可以不止一个，而
往往要有多个。
这样就自然地存在着不同的假说或理论之间的竞争。
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参与竞争的理论或假设在数目上总是有限的，于是可以从中筛选和择优。
这就表现出科学发现的方法的试错性质。
 第三阶段是排除错误。
设想出的假说、理论是否能站得住脚，需要通过检验。
所谓检验，在波普尔那里指的是对假说、理论的判别性讨论。
在他看来，观察和实验本质上是检验的方法，所以都属于这样的判别性讨论。
 检验的程序是演绎的，即从接受检验的假设或理论之中演绎出一些个判别性命题，然后对这些命题加
以判别性讨论。
检验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从逻辑上作判别性讨论，凡是逻辑上有矛盾的，或者属于重言式命题，都是
不科学的，要被淘汰和排除。
二是在实践中作判别性讨论，即在实验中或理论的实际应用中进行检验，对那些没有得到检验的内容
而暂时确认的理论、假说都将被淘汰和排除。
对那些被检验内容暂时确认了的理论和假说将被保留下来继续接受批判和反驳，直到被否证。
 第四阶段是产生新问题，即只要在继续不断的反驳与批判过程中发现了理论或假说与经验事实之间有
矛盾、冲突，则新的问题便出现了。
新的问题出现就意味着科学发现过程又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循环周期。
 波普尔所描绘的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显然具有如下特点： （1）反对经验主义。
波普尔认为科学研究不是从观察和实验开始，不是从实践所获得的经验内容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
从已有的知识、期望或理论开始。
 （2）反对归纳主义。
波普尔认为假说、理论不是利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
因为归纳方法不能从逻辑上说明人们是如何从个别命题、个别的经验事实归纳出全称命题的；另外利
用归纳法所作出的结论总是有错的。
 （3）反对可证实性原则。
波普尔认为一切理论都不可能得到证实。
因为要证实一个理论，必须找出肯定这个理论的每一个经验事例，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有关
的事例。
显然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4）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
波普尔把柏格森意义的非理性因素引进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弥补了纯理性所不可能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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