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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考试大纲

一、考查目标
科学技术哲学考试是为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入学复试

科目，其考察目标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学生掌握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运用相

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相关专业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

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哲学学科的基本素质，并有利于其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相关专业的择优选拔。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现代科学技术概观

考核知识点：

一、科学活动与科学共同体

二、现代科技结构与发展趋势

三、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

四、弘扬科学精神

考核要求：

1、 识记：科学活动、科学共同体的内涵、现代科技的整体结构及其演化、科学和技术的旨趣

2、 理解：现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及趋势、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

3、 综合运用：弘扬科学精神

第二章 自然观的变革

考核知识点：

一、古代与中世纪自然观

二、近代科学的兴起与机械论自然观

三、辩证自然观的革命

四、当代科学突破与自然观的新探索

考核要求：

1、 识记：自然、辩证自然观的内涵

2、 理解：不同时期的自然观

3、 综合运用：还原论的现代意义、辩证自然观的革命性质

第三章 生态价值观与环境伦理学

考核知识点：

一、从人类中心转向生态中心

二、科学万能论与生态价值观

三、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与对策

四、对自然的道德关系与环境伦理学

考核要求：

1、 识记：环境的定义与特征、科学万能论

2、 理解：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与对策、当代生态运动中的反科学倾向

3、 综合运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异同、生态价值观确立的合理性、环境伦理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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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考核知识点：

一、增长的极限与“发展”的危机

二、从经济增长观到可持续发展观

三、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四、中国资源、环境的严重挑战

考核要求：

1、 识记：经济增长观、可持续发展

2、 理解：传统发展观的误区及其引发的危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

3、 综合运用：如何发展科技解决环境问题、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要性和路径

第五章 科技时代的伦理建构

考核知识点：

一、科技与伦理的内在统一

二、道德抉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三、科技实践中的伦理与道德重建

四、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和新向度

考核要求：

1、 识记：科学的精神气质、技术的价值负载

2、 理解：科学的职业伦理与科研的伦理原则、科技运行的公正与效率问题

3、 综合运用：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和新向度

第六章 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

考核知识点：

一、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二、证明的逻辑与发现的逻辑

三、直觉、灵感与机遇

四、程式化的追求与随心所欲

考核要求：

1、 识记：科学方法、科学问题、直觉、灵感

2、 理解：科学问题的提出及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证明的逻辑与发现的逻辑

3、 综合运用：如何理解人们对科学及其方法追求上的两个互斥的基本目标：程式化的追求和摆脱程式化的倾向

第七章 科学认识的经验基础

考核知识点：

一、科学实验的意义、功能和结构

二、科学实验的认识论反思

三、科学事实与科学规律

四、归纳问题与归纳方法

考核要求：

1、 识记：科学实验及其主客体结构、科学事实、科学规律

2、 理解：科学实验的一般作用

3、 综合运用：科学实验的认识论反思、归纳问题与归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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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科学认识的理论建构

考核知识点：

一、科学抽象与科学思维

二、科学假说与科学理论

三、科学理论的功能、结构与演化

四、经验规律与理论规律

考核要求：

1、 识记：科学抽象、理想化方法、假说

2、 理解： 科学假说向科学理论转化的条件、科学理论的功能和结构

3、 综合运用：归纳与演绎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经验规律和理论规律间的区别与联

系

第九章 数学方法与系统科学方法

考核知识点：

一、数学方法与模型化原则

二、系统观思维方式与系统科学体系

三、系统科学基本范畴的方法论功能

四、系统科学方法的基本思路和运作要点

考核要求：

1、 识记：系统观的基本特点、系统科学体系的结构、系统科学方法的种类

2、 理解：数学的方法论意义、系统科学基本范畴的方法论功能

3、 综合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基本思路和运作要点

4、

第十章 技术和工程的概念基础

考核知识点：

一、技术的定义、要素与结构

二、技术发明与工程技术方法

三、技术是人与世界实践关系的中介

四、技术的社会建构与发展动力

考核要求：

1、 识记：技术的定义、要素与结构

2、 理解：技术发明的过程和方法、技术的是社会建构与发展动力

3、 综合运用：技术是人与自然的桥梁和纽带、技术是人与世界实践关系的中介

第十一章 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践

考核知识点：

一、技术进步、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

二、市场经济架构下的技术创新

三、技术创新的动力与扩散

四、创新的风险性与企业家精神

考核要求：

1、 识记：技术进步、技术开发及其特点、技术转移及其方式、技术创新、熊彼特假设

2、 理解：国家创新系统及其意义、创新的风险性

3、 综合运用：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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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思

考核知识点：

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定

二、文科的基本功能

三、当下文科发展中的迫切问题

四、问题意识和超越情怀

考核要求：

1、 识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2、 理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文科的功能、当下文科发展中的迫切问题

3、 综合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问题意识和超越情怀

第十三章 科技革命与经济社会变革

考核知识点：

一、现代科技作为经济内生变量

二、现代科技并入经济宏观运行

三、从科学革命到现代科技革命

四、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

考核要求：

1、 识记： 劳动技巧、社会经济技术系统、科学革命的实质

2、 理解：现代科技并入生产过程、现代科技与资源的转移、开发、近现代的两次科技大革命

3、 综合运用：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现代科技是面向人类未来的双刃剑

第十四章 科技运行的社会支撑

考核知识点：

一、恰当的科技运行机制

二、科技教育的质量提高和结构调整

三、科技奖励制度和机制

四、科技战略、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考核要求：

1、 识记：科技运行机制、科技意识、科技奖励制度

2、 理解：提高基础科技教育的质量和科技教育的结构

3、 综合运用：科技战略构想的基本原则

第十五章 科技与文化的整合

考核知识点：

一、科学与非科学

二、科学理性与人类精神

三、传统文化与西方化

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考核要求：

1、 识记：科学、非科学、反科学、伪科学

2、 理解：人类精神对立的两极、传统文化的困境与出路

3、 综合运用：对科技的人文主义的反思、传统文化与西方化、克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虚假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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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卷结构

本试卷满分为 50 分：

1、简答题共 3题，每题 10分，共 30 分

2、论述题共 1 题，每题 20 分，共 20 分

四、参考书目
1、《科学技术哲学导论》（第二版）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