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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问题作为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是

属于公共的具有外部客观性的社会问题，
因此科研人员所发现的科学问 题 必 须 能

够借助科学语言表达出来，以进行内部交

流和外部交流。
1 科学问题表达的工具

科学问题是用科学语言来表达的。科

学语言是根据科学思维和科学 交 流 的 特

点人为创建，并被科学家同行所认可的一

种语言系统，它是由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

共 同 组 成 的，主要用于表达、储存和传递

科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与交流。科学语言

在内容上具有客观性和精确性， 在形式上

具有简洁性和规范性， 其主要形式有科学

术语、科学符号、科学公式、科学图表等[1]。
2 科学问题表达的基本形式

科学问题 通 常 都 是 通 过 科 学 语 言 用

疑问句 （包括一般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
的形式表达出来。 一般而言，科学问题主

要都是以特殊疑问句的形式出现的，一般

疑问句通常只出现在科学的检 验 活 动 之

中。
3 科学问题表达的基本结构

无论用什么句式表达的科学问题，在

结构上都要蕴涵科学问题的指向、科学问

题的疑项、科学问题的求解目标和科学问

题求解的应答域 4 个基本要素[2-4]。
1） 科学问题的指向

科学问题 的 指 向 是 指 科 学 问 题 所 指

向的研究对象，可能是某种可观察的实体

或现象，如问题“染色体是什么？ ”指向的

是染色体的化学组成；也可能是现象的原

因，如问题“高血压为什么会遗传？ ”指向

的是造成高血压遗传的内在原因；或者是

研究对象或对象系统的状态或过程等，如

问题 “DNA 是怎样复制的？ ” 指向的是

DNA 自我复制的全过程。 问题的指向潜

在地决定着问题的答案。
2） 科学问题的疑项

在一个完 整 的 疑 问 句 中 疑 问 词 与 问

号一起称为问题的疑项。疑项规定科学问

题的形式类型，一般有一般疑问句和特殊

疑问句两种形式。疑项着重表示问题的当

前状态与目标状态存在着的差距，或求解

的理想与当前能力存在的差距，因而它也

隐含着求解的欲望。

3） 科学问题的求解目标

科学 问 题 的 求 解 目 标 是 指 与 问 题 的

指向相对应的解， 也就是 想 要 获 得 的 答

案。 问题的答案与问题的疑项密切相关。
与一般陈述句不同，疑问句的表达必须有

一个或多个预设，即背景知识。 具有不同

背景知识的人，提问方式会不同，科 学 问

题的提问水平与提问深度也就不同，从而

最终的求解目标， 即问题 的 答 案 也 会 不

同。 对于不同类型的疑问句，也会有不同

类型的答案。 对于“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回答是一个存在语句， 即存在什么或不存

在什么，如对“X 射线是什么”的回答是“X
射线是一种比光波更短的电磁波”； 对于

“怎么样”的问题，回答是一个或取语句，即

一个事态或另一个事态，如对“原子结构是

怎样的”的问题，回答是如同“太阳行星”这

一事态描述；对于“为什么”的问题，其回答

一般要包括一种对因果关系机制的描述，
如对“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的问题，回答是

“因为苹果和地之间存在万有引力”。
4） 科学问题的应答域

科学 问 题 的 应 答 域 是 指 在 问 题 的 表

述中对问题解的存在所做的预设，它蕴含

着提问者所指示的求解方向，是问题求解

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因为预设作为假说

或资料是背景知识中的组成部分，是问题

中确定的无须探索的部分，尽管这种预设

是一种猜测，是可错的，但在实际 的 科 学

研究中它却能起到定向和指导作用，它成

为问题到答案的桥梁，既是背景知识的一

部分，又是问题的组成部分，它将 问 题 与

背景知识沟通起来，像路标一样指示了向

何处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因此它主观上明

确地指示了求解的方向。对问题求解的应

答域的预设是对问题的当 前 状 态 和 目 标

状态之间的差距的限制和约束，它包含有

某种被认作已知的确定的内容，因而可以

排除许多因素，能对解决问题提供明确的

指向性和有序性。若问题只有求解目标而

没有一定的应答域，则其求解范围可能是

一个无所限定的全域，这样的问题就不能

构成科学的问题。科学问题应答域的设立

是否合理，直接决定问题是否有解。因此，
科学问题中应答域的设定 以 及 由 此 带 来

的指向性，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科学研究中具体提出的任何有价值

的科学问题，总是要求做出某种限定得比

较具体的应答域预设， 用 以 明 确 指 导 研

究。 例如在 “肺结核是由 什 么 细 菌 引 起

的？ ”的问题中就已经假定是某种细菌引

起了肺结核，“细菌” 就是预设的应答域；
但在“肺结核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的问

题中，应答域是个全域，对于问题 的 求 解

来说，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因此 对 求 解

毫无指导意义。
可见，在科学 研 究 中，不 但 要 善 于 提

出正确的问题，而且要善于提出对应答域

求解具有明确指向性的问题。若一个问题

的应答域是错误的，即问题的答案不在所

设定的应答域之内，就会使研究工作劳而

无功。例如历史上艾克曼研究脚气病的原

因时，开始提出的问题是“脚气病 是 由 什

么细菌引起的？”，由于脚气病的原因并不

是由于细菌引起的，而是由于缺乏维生素

B 引起的，因此 针 对“脚 气 病 是 由 什 么 细

菌引起的？ ”这样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就

只能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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