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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 科 学 技 术 实 践 还 是 从 社 会

生产实践中提出科学问题，一般都要经过

由心理问题到认识问题，再到语言表达问

题的转变过程。因此，要提出科学问题，首

先要能够发现科学问题。科学问题的发现

是一个从心理背景和知识背景 中 把 科 学

问题剥离出来的过程。
1 发现科学问题的基本条件

发现科学 问 题 是 一 种 创 造 性 的 思 维

活动，它要求问题的提出者首先要具备一

定的基本素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2]：① 怀疑精神。 科学中的怀疑是理性的

怀疑，即是在对事实和知识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的怀疑。怀疑精神是发现科学问题的

关键因素。② 好奇心。保持对各种现象的

寻根刨底的强烈的好奇心，是发现科学问

题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③ 丰富

的背景知识。科学问题产生于对背景知识

的分析，背景知识的内容和结构对所提出

的科学问题的类型、数量和深度有着决定

性的影响。 一只熟透了的苹果落地了，由

于知识背景的不同，可能产生 3 个不同层

次的科学问题：“为什么这只苹果会掉 在

地上？”“为什么有重量的物体都会自发下

落？”“为什么物体之间会有吸引作用？”背

景知识的建立既需要具备本学 科 及 相 关

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与合理的知识结构，
也需要对相关领域有全局性的了解，并能

对其他感兴趣领域的资料进行 分 析 和 借

鉴。④ 科学思维的能力。对科学中已有的

理论、原理或概念提出真正的疑问，既 要

对理论内部的逻辑矛盾、相互竞争的理论

之间的矛盾、 不同学科的理论 之 间 的 矛

盾，以及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等进

行理性的、抽象的、批判的逻辑分析；又要

具有创新思维的能力，能够从一般人认为

不足引起注意的现象中感觉到 其 中 蕴 含

着的科学问题，或者是发现先辈们对司空

见惯的事实的曲解，提出新的问题、新 的

可能性或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
2 发现科学问题的基本途径

发现科学 问 题 的 基 本 途 径 包 括 以 下

几个方面： ① 从招标范围中提出科学问

题。 国家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定 期 公 布 的

《项目指南》中一般不仅列出招标范围，往

往还会提出鼓励研究的领域。因此科研人

员可据此展开调研，提出科学问题。② 从

日常科研实践或社会生产 实 践 所 观 察 到

的新现象中直接引出科学问题。研究者在

日常科研实践或社会生产 实 践 中 往 往 可

能由于机遇而观察到新现象、 新事实，从

而对旧理论提出质疑。这里的关键常常并

不在于是否观察到了某种新现象，而在于

观察者能否判明所观察到 的 现 象 是 一 种

新现象，这通常需要将所观察到的现象与

背景知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弗莱明从培

养皿中的青霉菌到抗生素 的 发 现 正 是 这

样的例子[2]。③ 从已有课题延伸出新的科

学问题。根据已完成的课题的范围和层次

进一步展开思考和分析，往往可以挖掘出

新的科学问题。例如邹承鲁等关于胰岛素

A、B 链在水溶液中如何能以远超过 随 机

结合的几率重组形成天然 胰 岛 素 的 问 题

就是这样发现的[3]。④ 从学术交流中发现

和提出新的科学问题。在科学研究论文发

表或学术会议的交流中，通过同行专家们

提出的疑问可以提出新的科学问题。例如

邹承鲁等关于酶活性部位 柔 性 的 设 想 提

出后，正是基于同行专家对核糖核酸酶研

究结果的质疑，发现了如何对物理因素变

性、活性部位构象变化等的直接探测的问

题[3]。 ⑤ 从文献分析中提出科学问题。 科

学发展到今天，已由对现象的观察研究深

入到对现象变化规律的研究，因此来源于

对前人所观察的现象进行 分 析 的 科 学 问

题越来越多。 通过文献分析，既可以直接

发现前人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也可以找

出前人理论或具体结果上的不足之处，甚

至错误，从而发现科学问题。
3 发现科学问题的基本方法

发现 科 学 问 题 虽 然 没 有 固 定 不 变 的

程序和普遍有效的方法，但确实存在一些

可能的甚至有效的启发性的方法，大致包

括如下几种：① 问题内容考察法。 科学问

题的内容虽然千差万别，但一般有经验内

容和理论内容之分。经验问题通常是在对

经验事实的归纳概括或比较中被发现。例

如，当 1838 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提出

植物是由细胞组成的观点后，动物学家施

旺把这个问题类推到动物学中，从而揭示

了动植物之间的联系。发现理论问题的方

法通常是直接找到同一理 论 或 不 同 理 论

表述之间的矛盾， 或从某一理论的定义、
原理或定律出发， 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
最终得到与原理论相矛盾的结论，或者揭

示理论内容与经验认识的不一致。例如在

发现了电子和原子有核存在以后，卢瑟福

曾提出原子结构的“小太阳系”模型，但科

学家们在深入进行逻辑分析后，发现这一

模型与现存物质由原子构 成 的 假 说 相 矛

盾，由此引出的科学问题推动了波尔的半

量子化轨道理论的提出 [2，4]。 ② 思维方式

转换法：即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以 不 同

的思维形式和方法来研究同一思维对象，
从而提出新的科学问题。常见的思维方法

有辨析提问法、抽象概括法、重组提问法、
极限法、假设构想法、反向提问法、多元透

视法、邻域交叉提问法、跨域移植法、相似

构 造 提 问 法 、史 鉴 法 、自 我 提 问 法 ，等 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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