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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在和概念和原理打交道，实际上我们是在学习有关事物

本质和规律的知识。要想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仅靠感觉

、知觉、表象是不行的，需要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借助

于思维才能完成。人正是因为有能够进行思维活动的大脑，

所以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间接地、概括地、更

加深刻地认识世界。1869年人们已经掌握了63种元素的物理

性质和化学性质，当时的化学家们都在考虑，元素的性质究

竟和什么有关系？元素之间又有什么内在联系？俄国化学家

门捷列夫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杰出的。他用厚纸片做了63个方

形卡片。卡片上记录着元素的名称、性质和原子量，又通过

反复的思考最后发现：元素的性质随着原子量的递增而呈周

期性的变化。这就是门捷列夫发现的元素周期律。根据这个

规律，他把自己已经知道的63种元素排列在一张表里，这张

表就叫元素周期表。他还在表中留下空位，预言了某些未知

元素的性质，还指出已测定过的元素原子量的错误，随着科

学的发展，以后的科学事实证实了门捷列夫的预言。由于受

到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门捷列夫没有发现元素性质周

期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元素核电荷数（原子序数）的递增，

或者说是核外电子排列的周期性变化。但门捷列夫这个伟大

的发现，还是为人类进一步揭示元素性质和物质结构之间的

关系开辟了道路。门捷列夫的这种认识，是由于没有停留在

对个别元素的认识上，而是以某一类事物的整体（63种元素



）为研究对象，所以抓住了某一类事物的本质特征，发现了

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认识，只有通过大脑思维活动才

能最终实现，不然是很难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门捷列

夫在回答彼得堡小报记者的提问时说：“这个问题我大约考

虑了20年，而您却认为坐着不动，5个戈比（俄国货币单位）

一行，5个戈比一行地写着，突然就成了。事情并不是这样！

”“考虑了20年”，说明了长期而艰苦的思维活动在探索事

物规律中的重大作用。丹麦科学家第谷布拉赫花了30年时间

积累了行星运动的大量观察材料，但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规

律。而他的学生，德国的刻卜勒在第谷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理，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这种认识的上升、飞跃靠什么呢？靠的是艰苦的思维活动

。牛顿从刻卜勒的三定律的引力概念中，通过思维活动又发

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一般人总认为牛顿是看到苹果落地

，才偶然发现这个定律的，因此，把这棵树视为珍宝，树倒

了以后还把树砍为若干段，妥为保管。事实上，万有引力定

律的发现，是牛顿在多年观察和学习的过程中，经过艰苦思

考的成果。他说：“我并没有什么方法，只是对一些问题用

了很长的时间去思考罢了。”“我一直在思考、思考、思考

⋯⋯”这里，牛顿说出了他发明创造的两条秘诀：一要继承

前人的科学成果，二要在研究中勤于思考。可见，在创造发

明的过程中，如果离开了思维活动，就无法揭示出事物的本

质和规律，创造和发明也就成了空话。同样，在学习活动中

也不能离开思维活动，否则就无法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概念和原理也就无法建立起来。例如，在化学课上，经过一

系列实验与观察，掌握了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钙的很多理化性



质，然后，从不同的角度，通过分析、比较、抽象、概括等

思维活动，去掉个别的非本质的特征，找出它们的本质特征

，也就是决定该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并区别于其他事物

的特有属性：电离时所生成的阴离子全部是氢氧根的电解质

。把这种电解质称为“碱”，从而确立了“碱”的概念。在

生物课上，通过显微镜看到了口腔上皮细胞、洋葱表皮细胞

、蕃茄果肉细胞、草履虫等，获得了大量的感性认识。通过

思维活动，就会进一步发现：细胞形状虽然各式各样，但它

们基本上都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以后进一步学习又

知道，细胞通过分裂可以增殖，细胞是组成生物体的基本结

构单位，也是生物体进行新陈代谢的基本功能单位。抓住了

这些共同的、本质的特征，细胞的概念就初步建立起来了。

可以说，数学中的正数、负数、虚数、实数、微分、积分⋯

⋯，物理学中的质量、重量、速度、加速度、沸点、熔点、

矢量⋯⋯，化学中的化合、分解、氧化、还原、化合价、原

子量、摩尔⋯⋯，生物学中的同化、异化、光合作用、呼吸

作用、遗传、变异、生长等等，这些概念的确立，要经历从

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个性到共性，从感性认识到

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必须通过思维活动

才能实现。总之，思维活动使我们在学习活动中能继承人类

的知识，并能运用知识来解决学习中的各种问题。离开了思

维活动，感性认识就无法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也无法

指导实践活动。正因为思维可以对现实的对象和现象做出概

括的、间接的反映，所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

，把思维着的心誉为“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怎样在学习的

过程中不断地发展思维能力呢？ （一）把自己置身于问题之



中 要使自己的思维积极活动起来，最有效的办法是把自己置

身于问题之中。当有了问题和需要解决问题时，思维才能活

动起来，思维能力才可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问

题可以分为科研问题和学习问题两类。科研问题是为了解决

社会需要的未知而提出的课题。例如，怎样检查癌症？癌症

的原因是什么？怎样预防癌症？这些问题正是人类没有解决

或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是人类急需解决的问题。学习问

题是为了解决个人未知而提出的课题。例如在地上滚动的小

球，为什么越滚越慢？为什么水壶里会有水垢？为什么饭后

不要从事激烈的活动？可以这么说，由未知向已知的转化，

就意味着问题的解决。科研问题的解决意味着发明创造的到

来；学习问题的解决意味着知识由社会向个人的转移，即知

识的继承。可见，真理的发现和继承，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正是解决问题的思维

活动，导致了科研的进展和学习的深入。正因为问题在学习

和科研中十分重要，所以古今中外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它。巴

尔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疑问是问号，我们

的大部分的伟大发现都应当归功于如何，而生活的智慧就在

于逢事问个为什么。”爱因斯坦由于对人们经常谈论而从未

推敲过的时间和空间提出了疑问，经过不懈地努力，建立了

相对论，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不

过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华罗庚教授在青年时期

，不迷信权威，经过独立思考，对苏家驹教授的论文提出了

疑问，写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

由》一文，震动了数学界。可见，要想推动思维的发展，就

要自觉地使自己进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



活动中去。如果认识到这个问题是社会或个人所急需解决的

，即认识到问题的意义以后，会大大提高解决问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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