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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在文科专业开展天文选修课

天文学是人类认识宇宙的科学，是近代科学革命的摇篮，是

推动人类进步的源泉。201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3位研究

浩瀚宇宙的物理学家。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分成两部分，一

半被授予罗杰·彭罗斯的“发现黑洞形成是相对论一般理论的有

力预测”，另一半则被授予莱因哈德·根泽尔和安德里亚·盖兹

的“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天体”。说明天文领域的研究越

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了。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讲过：欧洲的科学

革命发端于天文学。2022年4月19日，美国发布2023年至2032

年美国行星科学和天体生物学“十年计划”，建议 NASA展开

对天王星及其卫星的研究，并将其列为“最高优先级的新旗舰任

务”。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科学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天

文教育，把其看作与数、理、化同等重要的学科，作为国民教育

的一个重要内容。天文研究的发展一定需要天文教育的支持，我

国早在2012年7月16日举办的全国天文教育研讨会上就有学者建

议，加强我国高校天文学的建设，鼓励大学开设天文选修课，以

提高广大学生的科学素质。而和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英国相比，我

国大学天文教育的体量显得较小，英国人口大约是中国大陆人口

的二十分之一，但是英国却有我们3倍数的大学可以授予天文本科

学位。说明我们的天文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天文学可以推

动人类文明进步与自然科学发展，可以对科学理论的建立进行正

确性检验，也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断深刻改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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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类的宇宙观，使人类对自己的本质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进行

思考。理解天文知识，可以推动近现代天文学研究。且天文学对

太阳系天体的研究包括地球和人造卫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

航天、通讯等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自中国古代，天文学就对文学有着深深的影响。《淮南子·天

文训》说：“道日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

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展现中

国古人的心中，宇宙万物无论怎么矛盾，都是和谐统一存在着。

古代的时空观连结着文人的人生悲剧情节，古代天学也拓展着文

学想象力、为古代文学提供了大量典故、人文习俗 [1]。天文学可

以助力文学的发展，而文学可以对天文学进行宣传普及，可谓两

者是互利共赢。因此，在高校文科专业开展天文选修课的必要性

值得我们思考。

普及天文知识对于揭露人们的科学误区也有重要意义 [2]。比

如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季节的成因，并且错误的解释已经根深蒂固

在记忆中，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轨道并不完全是圆的，那

么就会有人错误地认为夏天更靠近轨道上的太阳而冬天远离轨道

上的太阳，所以形成一年四季。我们懂一些天文或地理知识就会

知道在夏季，地球向太阳倾斜的部分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垂直的阳

光照射。因此，地球吸收阳光的机会就更多了，形成了夏季。据

调查，目前国内开设天文选修课的学校也仅50所左右 [3]，而美国

能授予各种天文学位的院校有120多所 [4]。我国有大学生天文知识

匮乏甚至找不到北斗七星。这种民众天文知识薄弱的现象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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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古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天文学与我们的生存环境息

息相关，天文学普及教育可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修养、心理

素质和科学人文素养。由此看来，在非天文专业中普及天文教育

势在必行。

二、怎么在文科专业开展天文选修课

（一）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是教学的起点，也是教学的终点，是可以检测教学

过程的依据或标准。在本校中，并没有设立与天文相关的专业课

和选修课，只有一个天文社团。与设有天文专业课的高校相比，

本校天文相关设备欠缺、教师资源不足、教学环境存在差异。因

此，我从知识、情感、思维、能力等方面确定了本次课的教学目

的。（1）培养文科生的科学素养，丰富知识结构，拓宽视野，

让文科生了解天文学，理解天文学家，学习天文历史。（2）激

发文科生对天文或科学的兴趣，启迪文科生的科学意识和科学观

念。（3）增加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构建更理性的思维方式。

（4）建立初步的时空观和宇宙观，使学生能解释各种基本的天文

现象。

（二）教学内容

规划好教学内容是开好一门课程的关键，影响直接教学效果

和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兴趣 [5]。

选修课的学时少，学习深度不足。教师在较少的学时中很难

深入讲解，学生也会觉得课程的浅显，认为不能真正学到知识，

所以在课程设计时要懂得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天文选修课内

容的选择要突出重点，注重实用，不涉及复杂的理论、方法，但

又不停留在一般的现象中 [6]。此外，文科专业对天文学的认识较

浅，且大部分文科生的数理基础与理工科学生有差异，若对文科

生教授天文研究的前沿课题或者天体物理内容，可能会造成学生

学习动力不足。对于学习文科专业的学生，我们应该重点讲述天

文学的历史及发展、天文学在古代的应用和天文学在生活中的用

处。通过讲解天文学发展史，学生可以了解到著名的天文学家的

科学事迹，以此来激发学生为科学的献身精神。在内容构建上，

要尽量保持教授知识的部分系统性 [7]，使教学内容成为一个整

体，而不是一盘散沙。在内容选择上，要注重趣味性和知识性相

结合，避免过于深奥的天文专业知识，选择与文科生生活经验有

联系、趣味性较强又易于普及的内容。可以多分享一些与学生的

生活相近、易于观察的天文知识或者天文小故事 [8]，进而来鼓励

学生来搜集一些天文历史小趣事来分享。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

以激发和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避免学生的思维一

直被教师“抓着走”，从而缺乏主观能动性。其次，教学内容也

需结合学生的兴趣来设计，这样可以有效发挥学习的积极性，进

而增强学习效果。

此外，教师要深入挖掘天文活动中具有人文意义的教材，在

天文教育中融入人文精神的培养 [9]，使学生形成对生活的积极心

态，在未来应用科学知识时，就会进行政治上、伦理上的思考，

促使学生在应用知识时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教师可以搜集

一些天文学上的神话故事，像中国有牛郎织女、夸父追日、后羿

射日、嫦娥奔月、天狗食月等广为人知的故事，西方有黄道十二

宫、天空之神宙斯、太阳神阿波罗等。在这样的天文教育中，学

生不仅能对天文理论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能让学生认识生命的意

义，提高道德修养 [10]。

（三）教学方法

在新媒体时代，要做到线上与线下高效结合教育，授课过程

中应避免纯文字形式，这样不仅会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还容易

让学生对天文学习失去兴致。但是又不能完全脱离传统教学，比

如在概念分析时，使用板书会更加的条理清晰。以下是总结的几

种有效方法。（1）在课件中采用大量的天文图片、照片、图表。

课件里应淡化文字、用图片替代文字，自己用语言描述口头描述

图片、解释图片，引导学生思考图片的内涵。将数据转换为模拟

图、图表，帮助学生理解天文有关的知识 [11]。（2）分享天文时

事。选修课的教学一定要和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紧密联合起来，

使同学不仅了解传统的天文知识，更要知道现在天文学的发展。

与文科生学习政治一般，在教学过程中分享时事，可以更贴近得

将天文学和社会联系起来，增加时代感，引导学生对时事进行讨

论和思考。比如2019年4月，事件视界望远镜公布了人类拍摄的

第一张黑洞照片，该黑洞被称为 M87*。2022年5月12日，事件

视界望远镜合作组织正式发布了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的首张

照片。这些时事的引入，可以让学生置身于未知的宇宙，激发学

生学习热情。也可以和学生畅谈每年会发生的各种天文现象，比

如超级月亮、各种星座的流星雨、日全食、月全食等，并且进一

步解释其天文内涵。（3）举行天文讲座。可以以天文学或天文学

和文学结合为主题，来举办科普讲座。这种形式灵活的讲座可以

巩固与联系课堂知识。（4）以短视频的方式教学。在课堂中，可

以将各种天文科普视频、图片进行剪辑，制作成一个天文科普短

视频，这种形式不仅符合学生的兴趣，也能更真实得展示出教学

内容，让学生对宇宙有直观的认识，提高教学效果。值得注意的

是，即使视频教学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如果在课堂

上不加处理的长时间播放视频，那么获得的教学效果将会适得其

反。在短视频的剪辑中，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针对每堂课的

教学内容来剪辑视频，对教学内容加以辅助。对于视频源文件，

可以在课后通过网络分享给有兴趣的同学。（5）天文展览。这种

形式相较举行天文讲座影响更广泛。就如天文照片展览，可以在

网上挑选比较震撼的天文相关照片或者有拍摄条件的本校师生拍

摄的天文相关照片进行展览，并附上文字说明解释。此外，教师

也可以组织学生书写天文诗词和天文格言、制作天文小制作，并

且将优秀作品进行展览。这种方式不仅能让学生更多的了解天文

知识，更多的是创造了一个学习天文的良好的人文环境，促进了

学生的学习热情。（6）举行天文相关的诗词歌赋小比拼。利用文

科专业的学生对文学类专业更加了解的特性，让学生查询中国古

代与天文内容有关的诗词歌赋，进行课内或课外小比拼。利用古

代诗词歌赋作为线索，介绍天文学历史的河流，这样不仅能让学

生在天文作品中学到天文知识，还能在天文现象中体验文学和自

然的美感。（7）以学生为主体的考核方式。作业布置可以弥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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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不足、激发学生的兴趣，平时的课堂作业可以以每次课布置

一个小思考题的形式进行。天文学是作为一门选修课，我们的目

的而是鼓励学生参加，所以我们的期末考核方式应较为轻松，以

免打压了学生想要参加的兴趣。期末考核以论文形式进行较佳，

可以让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也可以让学生用幻灯片的形

式讲解一个自选的与天文相关的主题，根据学生的汇报情况及其

他同学的反馈综合得出评分。学生在完成考核的过程中查阅资

料，也是对天文知识的汲取。（8）进行研讨式教学。天文学作为

选修课，在教学考核上较必修课来说比较轻松，可以打破传统教

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可以在每节课的课前或课后安

排一位同学发表自己的对天文的见解，再由教师进行进一步的总

结，这种方法能积极的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9）建立本校

的天文实践教学资源库 [12]。建立系统化的天文实践教学资源库可

以更加有效地存储、管理和利用天文资源，方便了学生查找天文

相关的资料，也扩大了天文教育的影响力，让公众对天文也有所

了解。（10）利用天文观测软件进行实践 [13]。在教学过程中，开

展户外天文观测是天文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由于本校

的目前缺乏天文观测器械，利用网络的便利性进行天文观测便显

得更经济、可行，其优点还有不受时间、地形、气象的影响。诸

多软件例如利用 Celestia软件、Stellarium软件、Google Sky软

件、WorldWide Telescope软件等免费软件进行教学。在以上介

绍的四种软件中 Celestia软件适用于有天文基础的教师，对于学

生来说会较难掌握，在教师备课时，可以利用该软件截取视频或

者图片。而其他三种软件则适合教师与学生进行互动或者让学生

进行自主探索，如果能合理应用到教学活动当中，可以使所教授

的内容更加的形象立体，大幅提高讲授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增添

教学的趣味性，最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11）收集学

生的天文问题进行解答 [8]。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个小任务，让每个

学生提出3个及以上天文学方面的问题，由教师进行收集。教师可

以把学生提出的较简单的问题反问给学生，而较难解释的问题由

教师解答。如果课时紧缺，也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及时答疑解

惑，加强师生间的沟通。这种问答的模式能够让教师了解学生对

天文知识的了解程度，也能鞭策学生对天文学进行思考。

（四）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研究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价值的过程，是对教

学活动现实的或潜在的价值做出判断的过程。我们采用匿名调查

问卷的方式对教师进行评价。可以统一组织学生匿名填写调查表

或以网络调查问卷形式，在课后认真评议，再对学生评价进行反

馈，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对自身进行不断调整，贴近于学

生喜欢的教学方式，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三、在文科专业开设天文选修课的困难

（1）校内的天文观测设备缺少 [14]。天文学其实是一门观测学

科，通过天文观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宇宙的兴趣，还能培养学

生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设备的限制对天文教育是很不利的。天

文观测需要借助先进的仪器才能到达良好的观测，而在本校基本

没有天文相关资源，从而学生在学习天文知识时缺少实践性 [15]。

（2）天文选修课课时少，内容多。即使计划在文科专业开设的天

文选修课所设计的内容只是天文学中的一部分，然而要合理安排

好每课时教学内容，将各种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图片资料集合

在幻灯片中并且讲得透彻且不乏趣味性是具有挑战性的。（3）

相关师资的短缺。目前天文学专业毕业的教师少之又少，缺少的

教师只能从相关学科寻找。并且按照天文学与文学结合的教学方

式，教师不仅要精通天文，还需在文学上有所涉及。目前在我

国，高校天文科普工作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教育者没有接受过

正规的天文教育，要寻找天文学与文学都涉及的师资较为困难。

（4）天文资源缺乏。目前还无法共享国内外的各种联网望远镜和

数据信息软件资源，如果将远程天文教育引入教学，那么可以减

弱教学手段的不足，但目前来说资源的普及是比较困难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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