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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与大学生

科学精神的培养途径 ①

刘行坦，梁燕红
（广东科技学院 思政部，广东 东莞５２３０００）

摘　要：弘扬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科学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概

括起来主要包括求是精神、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实证精神、宽容精神等。加强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关系到国家科技

与创新的前途及命运，从事物发展的内因来说，大学生必须通过学习科学、提高智力、积极实践、坚持创新等途径培养科

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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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大学生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举措。当代

大学生的科学素养关系到国家科技与创新的前途及命运，《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指出：要“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发人深
思，引发了对大学生科学精神培育的深刻反思，因此，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十分重要。

１　科学精神的一般含义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科学精神是人类文明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曾经引导人类摆脱了愚昧、迷信

和专制。在我国首次对科学精神做出相关阐释的是著名教育家任鸿隽先生，他在《科学精神论》中讲

到，科学精神即是“寻求真理而已”［１］。什么是科学精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

般来说科学精神是人类在科学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价值标准、共同信念和行为准则的总称，是贯穿于

科学活动中的主要精神状态和重要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观念或思想理念。实事求是

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表现，求是精神、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实证精神、宽容精神等是科学精神的外在表现。

２　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
科学精神是进入科学宫殿的金色钥匙，是社会文明的坚强基石，是文化繁荣的肥沃土壤，是经济发

展的巨大引擎。科学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求实精神。求实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精华。求实是科学研究的铁律，求是是科学精神的核心。

所谓求实精神是指人们在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以及价值取向上表现出来的严谨求是、躬行实践、开拓

创新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

求是精神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哲学家王守仁说：君子之学，唯求其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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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科学的本质。“实事”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求”指的是去研究。“是”指的是事物的规律性。实

事求是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实事求是要求人们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求是精神是一种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竺可桢曾在《科学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把求是精神

解释为“只知是非，不顾利害”。求是精神要求人们敢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

创前人没有开创的事业。巴甫洛夫说：“科学是要求人们为它贡献毕生的。就是有两次生命也不够

用。”求是精神就是敢于舍生取义、追求真理，如布鲁诺坚持日心说被囚禁８年，在狱中不屈不挠，以身
殉科学，最后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因提出肺循环理论而被缉捕并判处火

刑；居里夫人在长期研究放射性物质的过程中，由于吸入过量的射线而以身殉职。正是有了一个又一个

像布鲁诺、塞尔维特、居里夫人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才为人类的科学事业谱写了不朽诗篇。求是精

神是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德国哲学家狄慈根指出：“科学就是通过现象以寻求真实的东西，寻求事物

的本质。”科学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壮丽探险，是探索未知世界、追求客观真理的伟大历程。求是精

神要求人们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不畏艰难，追求真理。如达尔文不畏千辛万苦，随贝格尔号出

海进行了５年科学考察，在收集大量古今生物物种事实的基础上，终于认识了生物进化的规律。伟大科
学家居里夫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在４年时间里进行了多次实验，终于提取了微量纯镭。由此可见，
超脱功利，矢志不渝，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二，怀疑和批判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是科学精神的要义。怀疑和批判精神是科学发展的原动

力。所谓怀疑精神，是指科学研究者具有的不迷信传统、权威，敢于向传统旧思想、旧观念、旧理论挑战，

反对教条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理性批判精神。

怀疑既是科学批判的前导，又是科学发展的出发点。“怀疑一切”是马克思喜爱的蔑言［２］５８８－５８９。先

有疑，后有问，再有思，这是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研究者要敏于生疑，勇于存疑，敢于质疑。怀疑

论大师笛卡儿认为，怀疑是智慧之始，要想追求真理，“必须怀疑一切信以为真的和一般被当作真理的

东西”［３］１。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如果没有爱因斯坦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勇敢怀疑，就不会有“相对

时空观”的精彩问世。如果没有哥白尼对托勒密“地心说”的大胆怀疑，就不可能有“日心说”的伟大诞

生。科学的怀疑精神是一种辩证否定精神，它要求人们对前人的知识采取辩证否定、批判继承的态度。

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不是盲目地质疑、胡乱猜想的怀疑、主观臆测的怀疑，它主张以事实为根

据，即疑之有“理”，疑之有“据”，如同赫胥黎所说：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科学

的怀疑精神是一种解放思想的精神，它反对所谓的金科玉律，要求人们不做本本主义的奴隶，要从迷信

和权威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毛泽东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

信。”［４］１３１就是说要解放思想，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质疑传统，敢于抛弃思维定势，马克思如果不冲破思维

定势，就不可能从最常见、最一般的商品中，破解资本主义社会之“谜”。怀疑是产生科学创造的先决条

件，科学的怀疑是一种创新精神，没有科学的怀疑，就没有科学的创新。伽利略如果没有对“物体降落

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例”的结论的怀疑，就不能推翻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论断。爱因斯坦如果没有对牛

顿绝对时空的异议，就没有相对论的创立，就没有２０世纪物理学的深刻革命。李四光如果没有对“中
国贫油论”的怀疑，就不可能否定“贫油论”。

科学的批判精神是呼唤进步的启明之星，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批判、革命几乎是贯穿马克思每

部代表作的中心思想。马克思年青时撰写的第一部著作，名字就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

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就叫《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批判精神要求我们对书本理论、

传统思想、权威观点采取批判态度，反对盲从与迷信。科学发展史就是一部批判创新的历史，如维萨里

如果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解剖学。哥白尼如果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

科学的怀疑和科学的批判既是破旧和革故的“清道夫”，又是立异和鼎新的“助产士”。怀疑精神是

批判精神的先导，批判精神是怀疑精神的延展。如果没有科学的怀疑，就没有科学的批判，如果没有科

学的批判，就没有科学的发展。科学的怀疑精神与科学的批判精神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第三，实证精神。实证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真谛。科学即实证精神，实证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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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标准，认为凡是没有通过实证检验的东西都不能算做科学。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科学知识是以观

察、实证为基础的知识，理论必须永远为新的观察和实证所证实。”［５］３３２

实证精神是一种尊重事实的精神，它认为只有重观察、重实验、重分析、重实证，才能求得有系统的

真知识。实证精神要求认识不仅要以事实为基础，还要突破“眼见为实”的误区，防止以亲眼所见取代

亲自实践。实证精神不接受任何未经实验验证的理论，即使是那些已被证明比较成熟的理论，都必须经

过理性的审视，都必须放到理性的法庭上进行理性审判。实证精神是一种证实或证伪的精神，实证既是

科学求实精神体现，也是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证伪”求证和

“实证”求证，使正确的科学理论、科学假说能得到确立。如伽利略的求证不仅支撑了哥白尼学说，也为

牛顿三定律提供了依据。

第四，宽容精神。宽容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的情怀。土地宽容了种子，才拥有了收获。大海宽容了江

河，才拥有了浩瀚，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宽容精神是一种自由精神，它为科学的

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它提倡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说、不同理论观点可以开展相互讨论、相互辩论，主

张在科学研究中应当宽容犯错误，应当宽容过失或失败，应当给失败者一种心灵的抚慰，如硅谷成功的

奥秘就是宽容失败。宽容精神是一种平等的精神，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

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宽容精神要求科学同行、不同学派之间要相互平等，不能存

在门户之见，对不同学术理论、观点要相互容忍与尊重。玻尔与爱因斯坦在近４０年的“巅峰对决”中相
互尊重与相互宽容，表现出了科学家宽容的精神、宽阔的胸怀、豁达的姿态、伟大的情怀。因此，科学研

究者要有虚怀若谷的宽容精神，懂得自我认识的有限性、局限性，宽容其他科研人员在能力、思维、个性、

爱好方面的差异性，营造了一种平等、宽容、自由、团结的学术研究氛围。宽容精神是一种求同存异的精

神，在科学研究中应该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古今中外的科学发展历史证明：凡是独尊一家，学术就凋

零，科学就停滞，社会就倒退。凡是坚持百家争鸣，学术就繁荣，科学就发展，社会就前进。宽容不是不

问是非、不讲原则的宽容，不是对故意犯错的姑息纵容，不是取消真理与谬误界限的宽容。

３　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
科学知识好比硬件，它为我们探索真理奠定坚实根基，科学精神犹如软件，它贯穿在科学研究的方

方面面，它是一种约束人、规范人的道德品质。大学生培养科学精神既要有科学的体制，又要有长效的

机制，既要有正确的途径，又要有科学的方法，既要有良好的客观条件，又要有个体主观的努力，从事物

发展的内因来说，大学生培养科学精神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学习科学，是大学生培育科学精神的主要途径。通过学习科学，做到对科学知识有基本的了

解和掌握。在学习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科学原理、科学定律、科学方法的过程中，培养和弘扬科学精神；

通过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研究活动的一般规律，掌握科学的基本方法，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培养科

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通过学习科学，做到对科学发展史、科技哲学有基本的了解和掌握。在学习科学

史的过程中认识科学本质，学习科学家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优秀品质。在学习科学哲学的过程中受到

科学精神的熏陶，寻求安身立命的根本，培养有家国天下、创新为民的情怀和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的精

神，形成正确的自然观和价值观。

第二，提高智力，是大学生培养科学精神的基本途径。一是在提高观察力的过程中培养科学精神。

观察力是智力活动的源泉，通过对事物的具体观察，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继而取得重大的

科技发明和科学创造。如尼科尔发现衣虱是斑疹伤寒的传染媒介、拉夫伦发现疟疾病原体，都证明了观

察力是智力活动的源泉。因此，大学生必须掌握感知规律，懂得观察的一般理论；必须掌握正确的观察

方法，使观察具有全面性、重点性、综合性，力求细致精密准确完整；必须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提高观察

的能力水平。二是在锻炼注意力的过程中培养科学精神。注意力是智力活动的保障，凡是有重大成就

的科学家都具有惊人的注意力。法国昆虫家法布尔为了认识和掌握蚂蚁的生活习性，曾经连续４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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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趴在肮脏潮湿的地上仔细观看蚂蚁的活动。因此，大学生必须养成注意的习惯，使思维始终处于活

跃、兴奋的状态；必须用信念、意志来控制并激励注意力的持久；必须讲究用脑卫生，在学习和科研时聚

精会神，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三是在增强记忆力的过程中培养科学精神。记忆力是智力活动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为智能之母。因此，大学生必须培养良好的记忆品质，使记忆具有广度性、精确性、

持久性、正确性。必须尊重记忆规律，采用科学的记忆方法，明确记忆内容和目的。四是在活跃思维力

的过程中培养科学精神。思维是智力活动的核心，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人们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是

用大脑的思维和智慧，而不是搬书本。”因此，大学生必须遵循思维发展规律，认真做到从感知具体到思

维抽象，从思维抽象到认识具体事物；必须做到思维范围既广阔又开放，使思维具有深刻性、灵敏性和广

博性；必须做到思维具有继承性、灵活性，使思维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五是在丰富想象力的过程中培

养科学精神。想象力是科学创造的翅膀，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

泉。”因此，大学生必须掌握想象的类比方法、联想法、典型法等，激发新思想的火花，引发重大的发明和

创造。

第三，积极实践，是大学生培养科学精神的根本途径。科学实践孕育科学精神，因此，大学生要在科

学实践活动中学习科学精神、培养科学精神。一要积极参加各种科技兴趣社团、协会，如数理爱好者协

会、环保兴趣小组、机器人研究会、家用电器小发明协会、生物兴趣协会、军事爱好者协会等，了解科学发

展的新进展、新理论、新方法、新技能，在掌握科学新知识、拓展科学新视野、提高创造新能力的过程中培

养科学精神。二要积极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在参加科技节、科技周、科普日、公众科学日、科学营、科技之

光年专家服务团、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

大学生实用型设计竞赛等实践活动中培养科学精神。三要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活动，在参加

全国青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活动中培养科学精神。

第四，坚持创新，是大学生培养科学精神的重要途径。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生命，创新精神是科学进

步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科学，习近平同志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一个人类社

会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

大学生怎样培养创新精神？一方面，注意培养创新意识，不墨守成规，不屈服于外来压力和长官意

志，敢于打破旧框框，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和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做到有所发现、

发明、创造。二是注意培养创新的胆略，敢问禁区，敢尝禁果，要像里歇突破“免疫就是抗感染”的传统

理论，提出“免疫也可以发生病理反应”那样，有提出新理论、新发现的胆略。三是注意培养创新思维，

敢于质疑、敢于否定、敢于标新立异，做到思维具有预见性、多维性、统摄性、形象性。四是注意培养创新

意志，在科学研究中要像多马克发明磺胺药、瓦克斯曼发明链霉素、亨奇发现可的松那样，做到有顽强的

毅力、有坚强的果敢、有持久的自控。

总之，大学生弘扬科学精神，对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趋势，要求大学生既要“激扬求是之心”，又

要“引发致用之理”，发扬科学精神，努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书写时代

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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