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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选择

和确定具体的研究课题。课题是为了实现

某个特定目标所需要研究的一 个 或 一 组

科学问题，因此选择和确定具体的研究课

题首先要根据已确定的科研方 向 的 指 向

范围，尽可能多地对国内外这一领域的情

况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大量发现和搜集

这一领域若干备选的科学问题。
1 科学问题的定义

科学问题 是 指 科 研 人 员 基 于 特 定 的

科学知识背景和特定的认知目 的 而 提 出

的关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 需 要 解 决

而又尚未解决的矛盾或疑难。它表现为科

研人员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理想 的 目 标 状

态与现实状态间的差距，通常是与未被认

识的现象或规律相联系的，但又不同于现

象或规律本身，因为未被认识的现象或规

律只有进入人类的认识领域才 会 成 为 科

学问题[1-2]。
2 科学问题的基本类型

根据科学问题的性质和研究的需要，
可以对科学问题进行不同的分类。 例如，
根据科学问题产生的领域不同，可将其分

为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根据科学问题与

已有的理论框架之间的关系，可将其分为

常规问题和反常问题；根据科学问题的求

解类型，可将其分为陈述性问题、因果 性

问题和过程性问题等[2-3]。
3 科学问题的基本特征

科学问题具有以下基本特征[3-4]。
1） 时代性。 科学问题产生于对背景

知识的分析，反映一定时期的科学背景能

力（知 识、技 术 、方 法 等 因 素 所 显 示 的 能

力）对所提问题的求解理想差距。 时代所

提供的科学知识背景决定着科 学 问 题 的

内涵深度和解答途径。 因而，科学问题总

是科研人员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的。
例 如，关 于 遗 传 学 方 面 的 研 究 ，在 19 世

纪的知识背景下魏斯曼提出了 “种质”和

“体质” 的问题，20 世纪初摩尔根提出的

则是“基因”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沃森

和 克 里 克 则 提 出 了 生 物 大 分 子 DNA 的

结构问题。
2） 主客观统一性。 科学问题的内容

是客观地存在于背景知识之中的，在条件

具备和成熟时， 科学问题总会 形 成 和 发

生，一种科学理论一旦被创造出来，其 中

所存在的问题（如概念模糊和理论中的逻

辑矛盾，其与其他理论之间、经验 事 实 之

间的关系上的问题，等等）都已是 客 观 上

存在着的，因此，科学问题所反映 的 内 容

具有客观性；但是，科学问题的提出、表达

及其解答又都带有科研人员的主观特性，
因为针对同一个未知内容，不同的研究人

员会提出具有不同内容或 不 同 形 式 的 科

学问题。例如，一只熟透了的苹果落地了，
甲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这 只 苹 果

会掉在地上？ ”乙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为

什么有重量的物体都会自发下落？ ”丙提

出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物体之 间 会 有

吸引作用？ ”因此，科学问题又具 有 主 观

性。可见，科学问题本身是主客观的统一。
3） 探索性。 根据问题所构成的疑难

的性质，可将问题分为知识性问题和探索

性问题。知识性问题仅仅产生于对背景知

识的无知，而不是产生于对科学背景知识

的分析，它所反映的只是对所提问题的求

解理想与提问者当前能力的差距。问题的

求解过程对于背景知识而 言 不 提 供 新 东

西，解决这类问题只是学习和掌握背景知

识的过程， 例如，“艾滋病是由什 么 引 起

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背景知识中是已

知的，只是提问者不知道，但科学 界 是 知

道的，提问者通过学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

题：“艾滋病是由艾滋病毒感染引起的。 ”
探索性问题则产生于对科 学 背 景 知 识 的

分析，反映当前科学技术背景能力对于所

提问题的求解理想的差距，问题的答案在

背景知识中是未知的，需要通过各种手段

获得新的信息或掌握新的 方 法 才 能 达 到

问题之求解，因此在求解过程中将包含许

多新的发现。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必须是探

索性问题， 它的答案不仅提问者不知，整

个科学界都不知。 因此，对科学问题的求

解，将对背景知识提供新东西，甚 至 即 使

没有最终解决问题，也能提供新知识。
4 科学问题的作用

科学 问 题 的 作 用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① 科学问题能够激发科研人员的探

索兴趣和创新精神。 例如，“王冠之谜”使

阿基米德充满兴趣，在洗澡时都在不停思

考， 终于从澡盆溢水现象中得到了灵感，
发现了浮力原理[3]。② 科学问题提供或指

引着科学探索的目标和方向。 例如，法拉

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是在 “磁 电 相 互 作

用”的问 题 引 导 下 实 现 的；伦琴发现 X 射

线是在“阴极射线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引

导下实现的[3]。 ③ 科学问题可以为科研人

员提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工

作一般是先有问题， 然后再形成解题思路

与解题方法。 问题不同，解题思路与方法也

会有差异。 例如，思想实验的驻波问题启示

爱因斯坦对光速进行深入 研 究 的 具 体 思

路[3]。 ④ 科学问题促进理论的进步从而促

进科学的发展。 在科学的探索过程中，经常

是原来提出的科学问题的解决， 诱发出新

的科学问题， 而新的科学问题的解决又会

诱发出更新的科学问题， 这种一环扣一环

的科学问题相继出现和解决， 就可导致科

学的重大理论突破。 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

的创立正是在“追赶光波问题”、“间断的经

典力学与连续的电磁场理 论 不 统 一 的 矛

盾”、“人在自由下落的升降机里的感觉问

题”、“等效原理与欧几里得几何原理相矛

盾” 等问题的相继出现和解决的过程中实

现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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