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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科学研究过程客观上是一严密的逻辑过程，其逻辑过程需借助于前人研究中所获得的各种经
验和方法，遵循有关规律、原理及要求等，进行逻辑思维及逻辑推理研究活动等，通过这一逻辑通道
，才能既快又好地获得较为理想的研究成果，形成体育科学新理论，成为具有内在的思辨性、系统性
、辩证性的研究成果。
任何一项体育科学研究成果，都是研究过程的逻辑归纳结果。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Hugh
G.
GauchJry在《科学方法实践》中说，每一个科学结论充分展开以后，都包含着3个组成部分：预设、证
实和逻辑；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兰·莫兰说，科学研究活动要对现实进行分割，表现为一个筛选事实
的操作过程，因而建立在客观材料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都是精神的构建、逻辑-数学的建构。
从“科学成果都是逻辑的结果”这一研究辩证视角论，体育科学研究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严密的运用逻
辑过程，从逻辑起点着手——发现“科学问题”，到逻辑归宿——解决“科学问题”，形成体育科学
新理论，这就形成了一个体育科学研究的逻辑通道。
因此，运用逻辑贯穿于整个体育科学研究过程之中，是顺利进行体育科学研究及获得体育科学研究成
果的根本，其中，体育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逻辑源)，是十分重要的方面。
体育科学研究从哪里开始？
实际上体育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个多起点，它包含有许多方面：科学问题、发现科学问题、观察、
实验等，而体育科学研究的逻辑之基有认识、直觉、想象、联想、灵感、思维方法、科学知识、研究
方法等，可以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进入或引入体育科学研究之中，才能最终通向体育科学研究成果的
殿堂。
体育科学研究者应从这些方面人手并综合应用，就容易进入体育科学研究之中，容易研究成功与获取
体育科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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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所以，建立思想实验模型方法的逻辑特征，就是在于理论（假设）与模型之间，以及
模型与原型之间尽可能地建立起完善、可靠的逻辑联系。
而逻辑联系的难点是在于如何从较为复杂的联系归纳为较为简明的联系，又如何从简化了的联系还原
为较为复杂的联系，而仍能满足体育科学发现的各种需要。
这要求在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演绎、归纳、类比等逻辑方法进行。
思想实验模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需要应用相关的各种体育的理论、原理和规律作为研究的依据，对
其抽象的符号、图式、图像与被研究过程的具体因素之间建立起确定的有意义的关系。
思想实验模型一般有：图像模型、数学模型、探索模型、决策模型、行为模型、组织模型、可靠性模
型、性能模型等等。
建立思想实验模型是为了具有明确的逻辑思维的目标和要素，为理智把握和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动形式
，为思想实验构思具有推测性和形象性。
由于体育研究课题往往对其规律性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通过建立思想实验模型和思想实验，可以
使复杂的研究对象和实际无法做的试验加以简化和理想化，通过科学抽象，使思维中的研究对象和试
验的主要特性及其运行的状态、本质的环节，凸现集中在与模型的设计目标上及有关的基本因素和基
本联系上，便于思维研究和揭示研究的规律性，起到了化难为易的作用。
因此，思想实验是从一定的原理出发，按照实验模型展开思维活动，使模型的运转完全在思维中进行
操作，熟稔逻辑思维推理，充分发挥思维的逻辑力量，特别是运用辩证性逻辑思维和系统性逻辑思维
，从而获得符合逻辑的体育科学研究的实验结果。
这将成为体育科学现代许多开发性研究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思想实验法是思维的创造，是以真实的科学实验为基础，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的理性思维活动的一种
科学研究方法。
其方法所发挥的功能大小是受科研者自身的实践经验，理论知识的广博和现代思维方式方法的掌握程
度、丰富的想象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所制约的；是随着对科学认识的有效性及其深度而体现
其方法的主观能动性的；也是受其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所制约的。
爱因斯坦说：“一切方法的背后如果没有生气勃勃的精神，它们到头来都不过是笨拙的工具。
”思想实验法是属于一种较高级的体育科学理论研究方法。
它随着当代体育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科研越来越复杂和综合化、难度也越来越高，在体育科学理论
研究中将会发挥出越来越独特的研究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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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科学研究的逻辑》是现代体育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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