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科学技术史考研学校 中国科学技
术史读后感(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科学技术史考研学校篇一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第一部以系统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宏篇巨著。这部巨著计划出版7卷，
共34册。全书出齐时，将超过4500万字。目前已出版18册。
这部著作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史、各学科专业史，如数学、天
文学、地学、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化学及相关技术、生物学
及相关技术以及社会背景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论证和分析。
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都是令人惊讶和叹服的。写
就这部巨著的就是英国著名的科学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今世界公认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大师——李约瑟博士。
《中国科技技术史》讲述了些什么呢？”这些恐怕是每一个
初知此事的人都急于想知道的问题。为了解开这些“问号”，
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李约瑟博士，读一读他的《中国科学
技术史》。翻开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每个领域、每个时期都
产生过具有巨大影响的世界名著。世界名著不仅带给我们阅
读的美感，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思维方式的革命和观念的更
新。在名著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位伟人，他们和他们的思想，
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然而，对于广大青少年读者来说，普遍
存在对名人名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而名著，
是人类进步的阶石，它在与物质世界的比照中，体现了精神
的价值和力量，这是当代人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也是最深层
的素质培养。1998年年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海飞首
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素质教育，通过



通俗、生动、简明的导读，使青少年对于中外历史上做出过
杰出贡献的著名人物有更加切实的了解，对于曾经并继续产
生重大影响的名著有一定的领会，从而开阔视野、启迪思维、
调整和完善知识结构。接着，出版社组织了编委会，由一些
专家、学者通过认真的筛选和反复的论证确定了书目。本套
丛书最终确定的书目，打破以往名著丛书的单一架构，特别
注意到了知识的整体结构，除文学名著外，还选了一些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名著，使知识的分布合理，较全面地反映了
人类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力量”。每册书基本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作者生平；第二部分介绍原著梗概；第三部分
是评介和导读，这样的编排有利于青少年的阅读和名著的传
承。本套书选定书目的原则是：

1、首先考虑权威性和知名度，即经过历史检验被公认为具有
重要地位、价值和重大影响的名著。

2、在比例分配上，文学名著约占52％，计26本；人文（社科）
名著约占36％，计18本；自然科学（非纯专业，带有一定的
人文价值和哲理色彩）名著约占12％，计6本。

3、适当考虑时间跨度，从古代到近现代，同时，也考虑到典
型性，如《马可·波罗游记》、《中国科学技术史》等。

科学技术史考研学校篇二

1.熟悉和掌握中国古代包括天文、算学、农学、医学、地学、
建筑、冶金、机械等各门类科学技术发展的脉络、主要成就
以及代表性人物。

2.了解中国明清以来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和发展情况，
对中西文化的碰撞及其结果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熟悉“西学
中源说”、洋务运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体制化等过程的
主要内容和代表性人物。



(二)世界古代科学技术史

1.熟悉古希腊宗教和哲学的起源，掌握从爱奥尼亚自然哲学
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到原子论者等各哲学流派的自然观概
念。

2.掌握从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等人的主要哲学和科学观点，
熟悉演绎性的几何学、阿基米得力学等古希腊科学成就的主
要内容，以及后来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主要成就和特点。
了解古罗马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和特点。

3.了解欧洲中世纪教会神学统治下科学技术的缓慢进展情况，
阿拉伯学派的主要内容及其作用，了解欧洲为挽救古代学术
而开始的由阿拉伯语到拉丁语翻译的建设时期情况，包括托
勒密的天文学，柏拉图的大小宇宙概念和托马斯•阿奎那和罗
吉尔•培根的学术生涯等。

4.熟悉和掌握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发展的主要线索，熟悉
达•芬奇、哥白尼、哈维、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波义耳
等人的主要科学成就及其简要生平，了解该时期欧洲在天文
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自然史、解剖学与生理学、
植物学等领域中的主要进展情况，了解弗兰西斯•培根的主要
科学哲学观点，了解此时期科学与神学的关系等。

(三)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史及科学革命

1.熟悉和掌握从哥白尼开始，经过开普勒、伽利略的推动，
由牛顿最后完成的近代天文学和经典力学的产生历史过程和
主要内容，熟悉牛顿及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2.了解16世纪到19世纪近代数学、经典物理学、近代化学、
生物学、地学的主要进展及其代表人物的重要工作和生平概
况，了解16世纪至19世纪重要技术发明的概况。



3.熟悉和理解进化论、电磁理论、天体演化理论、地球演化
理论、微生物和细胞学说、能量转化和守恒理论、原子论、
数学分析和非欧几何、生物遗传学等科学进展的主要内容和
代表人物的主要工作。

4.了解此时期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与宗教等的关
系。

(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1.熟悉20世纪以来世界和中国若干著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
科学成就和生平概况。

2.了解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概况，包括原子结构、基本粒子、
天体物理等。

3.了解20世纪化学的发展概况，包括元素周期律的理论阐释、
物理化学、分析化学、量子化学、有机化学等。

4.了解20世纪生命科学的发展概况，熟悉遗传基因、生命起
源等学科的历史进展情况。

5.了解20世纪环境和生态科学技术的发展概况。

6.了解20世纪以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等横断科学的发
展概况。

科学技术史考研学校篇三

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国科学
技术史的著名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
英中友谊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
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被认为是是二十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



术研究的最高成就。

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
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
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了
西方汉学界，《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世界上研究中国科技史
最完备、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这本
书里，李约瑟博士引用了大量详实的资料，第一次以令人信
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
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
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证明了中国的文明在世界科
学技术史当中的重要作用。

李约瑟博士的治学方法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兼收并蓄古文献、
图片与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模拟实验与技
术复原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国际
大协作。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卷总论，首先介绍全书总的计划，
考察汉语及汉字结构，论述中国地理概况和中国的历史，最
后阐述几个世纪的中西科学技术交流；第二卷论中国科学思
想史和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各流派和
科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讨论了有关自然的有机论哲学概念和
自然法思想的`地位；第三卷论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地学；
第四卷论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五卷论化学及相关科学技术；
第六卷是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包括农业和医学；第七卷分
析传统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特殊思想体系的作用，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最
后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史，仰观天文，
俯察地理；大哉言数，数理精微；以农为本，国脉水系；岐



黄医术，造福百世；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
术，不仅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
了卓著的贡献；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和图画见证，清楚地向
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

读完这本书，除了佩服李约瑟博士，更多是对我国科学技术
史深切的的自豪感。这些历史都表明我们并不比他国差，人
的聪明智慧是不会停歇脚步的，终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依然
会引领时代的潮流的。

科学技术史考研学校篇四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第一部以系统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宏篇巨著。这部巨著计划出版7卷，
共34册。全书出齐时，将超过4500万字。目前已出版18册。
这部著作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史、各学科专业史，如数学、天
文学、地学、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化学及相关技术、生物学
及相关技术以及社会背景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论证和分析。
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都是令人惊讶和叹服的。写
就这部巨著的就是英国著名的科学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今世界公认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大师――李约瑟博士。

在这本书中，作者引用大量详实的资料，来证明中国的文明
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当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
明非常繁多，李约瑟在这书中，把中国一些著名的技术发明
由a到z列到26项。李约瑟说，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和图画见
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科学创始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关
于思考的洞察力。

翻开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每个领域、每个时期都产生过具有
巨大影响的世界名著。世界名著不仅带给我们阅读的美感，
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思维方式的革命和观念的更新。在名著
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位伟人，他们和他们的思想，改变了世



界的面貌。

然而，对于广大青少年读者来说，普遍存在对名人名著“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而名著，是人类进步的阶石，
它在与物质世界的比照中，体现了精神的价值和力量，这是
当代人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也是最深层的素质培养。

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跟西方的人恰恰相反，例如阴阳五行和
人体这个系统联系到一起形成了中医，潮起潮落，花开花谢
和王朝兴替，人生以及家族兴衰等等联系到一起，天行健君
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厚德载物，把天地合道德，人格联系到
一起。也许外国人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筷子这种餐具，
按照他的解释：“如果真的饿了，首先想到的`餐具一定是手，
其次是身边所带的工具，如刀子，叉子，用筷子，这太不可
思议了，因为熟练使用筷子需要很长时间联系才能做到，难
道中国人不饿？”用西方的逻辑推导出这个结果的，这不是
逻辑的错，而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系统到系统，这两者之
间联系也只有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古人才明白。

统计工具中，可以用doe找到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却
没有一种工具可以告诉你，农历到底是太阳历还是月亮历，
还是耕作的计划表，但是农历就这样存在了，而且能告诉你
这诸多因素之间是有关系的。也正是由于中国古人这种特定
的思维方式，让中国人在科技发展上领先世界上千年。但是
从明代锁紧的科举制和清代的文字狱，让中国人，不得不放
弃发散性的思维，变得咬文嚼字，从点到点，而近代我们也
一直在努力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变得不再是发散式的，而
是逻辑的，希望能在同样道路上突飞猛进继而追上和超过西
方人。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用600年的时间都没能转变这种发
散式的，场或波的思维方式，却东施效颦般从西方舶来点到
点的思维。

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体系困境，不如说是另一种对于李约瑟难
题的解读。难道，只有将中国人都改造成西方人那样，我们



才能真正做到科学的质量管理吗？还是我们需要像日本人那
样找到符合自己的发展的道路？我想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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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史考研学校篇五

1、考试要求：主要测试考生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功底与素养，
包括对科学技术的基本内容的掌握和相应的分析、判断能力。

2、试卷结构

(1)选择填空，共40分，覆盖本门课程的各部分知识点。

(2)名词解释，共20分，科学技术史上的术语解释。

(3)简答题，共40分，简述科学技术史上的事件。

(4)论述题，共50分，叙述科学技术史上的重要事件，并分析
前因后果或意义。

3、分值比例



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试题所占的比例大致是：“理
解”占30%，“掌握”占70%。其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
难四级，每份试卷中四种难易度，试题分数比例一般为2：3：
3：2。

4、能力要求

(1)考试目标的能力要求一般分为三个层次：较低要求——了
解;一般要求——理解;较高要求——掌握。

5、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科学技术史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
时间为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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