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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的 科 学 问 题 在 经 过 了 初 步 的 评

价、分解和定位分析之后，就可以 根 据 科

学问题的求解目标对其研 究 途 径 展 开 设

想了。根据科学问题的求解目标和研究深

度的不同，可以将与求解途径和方法相关

的科学研究活动分为发现 驱 动 的 研 究 和

假说驱动的研究。
发现 驱 动 的 研 究 是 指 从 背 景 知 识 出

发， 根据问题的指向和预期的应答域，利

用已知的知识设计相应的科学观察、科学

实验或科学调查等研究方案，从而获得所

需要的答案（医学形态学方面的研究一般

都是直接利用相应的观察 和 实 验 研 究 来

揭示人体的正常形态结构 及 病 理 形 态 改

变）。 随着现代科学研究的领域和对象不

断地向微观各层次和宏观各层次深入，发

现驱动的研究越来越依赖 于 高 通 量 的 技

术手段和复杂的仪器设备 以 及 庞 大 的 研

究团队（人类基因组学的研究就是这类研

究的典型案例，它是基于对基因序列中存

有解释生命奥秘的所有信息的信念，在没

有任何假说或理论的前提 下 花 巨 资 开 展

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由于 科 学 研 究 的 目 标 之 一 就 是 发 现

自然界中原本存在的现象和事实，科学研

究的常规工作就是有目的、有意识地扩大

对科学现象和事实的认识与确认范围、提

高对科学事实精确性的认识，因此发现驱

动的研究是科学研究中最 基 本 的 研 究 方

式，是进一步研究事物本质及其规律所必

需的，主要是为假说驱动的研究提供前提

条件和新的线索。
假说 驱 动 的 研 究 是 指 从 背 景 知 识 出

发， 根据问题的指向和预期的应答域，利

用理性思维方法对已知的 相 关 科 学 现 象

和规律进行概括并构建科学假说，然后根

据所构建的科学假说进行 理 论 推 演 和 预

测，再设计相应的科学观察、科学 实 验 或

科学调查等研究方案，从而对假说进行检

验，并最终获得所需要的答案。 根据研究

范畴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将假说驱动的

研究分为常规科学假说驱 动 的 研 究 和 革

命性科学假说驱动的研究。
常规 科 学 假 说 驱 动 的 研 究 主 要 是 为

解决常规科学问题而开展的研究，主要涉

及原有理论对新事实的解释、原有理论的

应用转化以及原有理 论 的 修 正 与 完 善 等

问题，一般都是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内或在

已有的原理、原则与方法下可以得到有效

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促进现有

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例如，在天文学中关

于天王星摄动的研究中，天文学家在发现

应用牛顿力学理论计 算 出 的 轨 道 和 观 测

的资料不符的现象后，提出了种种科学假

说来解释这一现象，其中的一种科学假说

认为：牛顿力学理论没有错误，应 用 牛 顿

力学理论计算出的轨 道 和 观 测 的 资 料 之

所以不相符，可能是因为存在一颗比天王

星更远的未知行星。 后来，海王星的发现

证实了这一假说[1]。
革 命 性 科 学 假 说 驱 动 的 研 究 主 要 是

为解决反常科学问题而开展的研究。反常

问题的出现是旧理论发生危机的信号，反

常问题越多表明旧理 论 所 面 临 的 危 机 也

越深。解答反常科学问题需要引入新的概

念和能够突破背景知 识 体 系 的 革 命 性 的

理论假说。例如，针对“金属块在封闭的容

器内煅烧后，质量为什么会增加？ ”这一科

学问题，原来提出的解释燃烧现象的燃素

假说无法回答这一问 题， 拉 瓦 锡 提 出 用

“氧”的概念取代“燃素”的概念，并进一步

提出氧化学说这一革命性假说，才圆满地

回答了这一问题[1]。
近代科学是从 16 世纪下半叶开始从

哲学中分离出来的， 经过 300 多年的研

究积累，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都已从对研

究对象的表面观察 进 入 到 研 究 对 象 的 本

质研究阶段，因此假说驱动的研究成为许

多学科领域研究的主要形式。
科 学 假 说 的 形 成 大 致 包 括 初 始 假 说

的提出和完整假说的形成两个阶段。初始

假说的提出主要包括 4 个基本环节 [2]：积

累事实，掌握知识；分析事实，整理 资 料；
进 行 猜 测 ，引 出 结 论 ；构 造 概 念 ，表 述 假

说。 在提出了初始假说以后，研究者要以

此为中心，运用各种已有的科学理论和尽

可能多的相关背景 知 识 或 条 件 进 行 广 泛

的论证，对已知事实进行解 释 说 明、对 未

知事实进行预测， 并努力使其理论化、系

统化，将初始假说扩充发展成为一个比较

完整稳定的理论系统，使初始假说发展成

为结构比较完整的理论系统。
例如，美国昆虫学家卡拉汉教授根据

“飞蛾扑火”的现象创造性地提出了“烛光

中含有某种吸引飞蛾的光频谱”的尝试性

推断 （初始假说）， 继而又根据大量的观

察、实验及文献资料，对飞 蛾 自 投 烛 光 的

机理做出了猜测性解释：烛光发射出一种

“类微波激射”的红外频谱，飞蛾用电介质

触角接收、放大该红外频谱，并被吸引。在

此基础上，卡拉汉教授又依据他所提出的

初始假说及其作用 条 件 做 出 推 测 并 根 据

这些预测设计了一些实验：只要创制出类

微波激射的辐射条件， 就能捕捉到飞蛾；
并且在实验时，这种辐射越 强，捕 捉 的 飞

蛾就会越多[1]。
可见，科学假说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描

述事实、说明事实、寻找因 果 联 系 和 客 观

规律的过程， 因此 它 要 求 客 观 地 分 析 问

题， 全面地搜集材料并进行深入加工，并

在此基础上全面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正

因为如此，科学假说的形成通常是一个复

杂的发展过程，往往需要经历多次的反复

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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