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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修课教学思考

——以《走进天文学》课程为例

劳 晶

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00
摘 要：本文阐述了高校开设天文学公共选修课的必要性，剖析了整个教学过程，结合实际教学情况，提出了改善天

文学公共选修课建设和实践效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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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offering astronomy public elective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alyzes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and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ffect of astronomy public elective

cours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teaching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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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走进天文学》公共选修课开设的必要性

1.1响应国家天文研究的需求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是世界上最早

开始研究天文学这门科学的国家之一，具有全世界最早且

最丰富的天文记载资料，领先于其他国家先制定了精确且

具有国家和民族特色的天文历法历年，发明创造了多种应

用于天文观测及其他物理领域的仪器，涌现出许多杰出的

天文学家和实践家，并且提出了关于宇宙形成和演化的早

期理论（刘学富，2004）。以下举例说明我国古代到现代

在天文学领域的卓越成就。

我国哈雷彗星观测记录是世界上最早且最丰富的记

录。从公元前 240年到公元 1910年，我国古人先后记载

了 29 次哈雷彗星回归，是确定哈雷彗星回归周期的重要

依据。其中三个古籍史书记载的具有特殊观测意义的分别

是：1、据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张钰哲推算的公元前 1057

年哈雷彗星回归的记录：《淮南子》中记载：“武王伐纣，

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2、世

界上首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春秋》中记载：“秋

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3、《史记》中记载：“秦始

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

见西方十六日。”这段文字详细并全面地记载了当时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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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观测到的彗星特征和运动轨迹，被全世界天文学家公

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

2001年，太阳神鸟金饰在四川省成都市金沙村出土，

器身整体是极薄的黄金镂空圆形，内层是一个圆圈，形状

好像顺时针旋转的太阳，外圈的图案是四只相同的鸟，围

绕在内圈周围，四只鸟首足相接，都是逆时针飞行，四只

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终而复始，循环交替，金器整

体的线条简练流畅，富有非常强的象征意义，体现了商周

时期古人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图腾崇拜。太阳神鸟金饰中飞

行的神鸟和旋转的太阳及其芒纹的数量体现了古蜀人生

活中应用的时间及季节理论：每只鸟对应 3 个漩涡芒纹，

说明每只鸟对应了一个季节，4 只飞行的神鸟代表着春夏

秋冬四季循环，内层的 12 条漩涡芒纹，表示一年十二个

月周而复始，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有了四季和十二月的概

念，已经建立了简单易用的历法历年体系，反映了人类早

期朴素的初具雏形的宇宙观和世界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经济水平和科学水平不断提

高，天文学作为自然科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得到了国家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我国陆续建设了许多天文台,天文

台的建设及投入使用让我们可以超出空间限制，“近距离”

观察宇宙、观测天体物理形态及运动轨迹，了解宇宙的运

行规律和演化过程。

进入 21世纪后，我国天文学高速发展。2020年 1月

11 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通过国家验收工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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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投入运行，一举取缔了美国的阿雷西博天文台射电望远

镜，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我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成功建造给其他国家巨型天文

望远镜的建造提供了模板，其灵敏度达到美国阿雷西博天

文台射电望远镜的 2.5 倍以上，极大地拓展人类视野，为

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坚实的设施基础。2021年 1

0 月 14 日，“羲和号”的成功发射，是我国乃至世界天

文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羲和号首次实现了太阳Hα波段

光谱成像空间层面上的探测，并且首次获得了太阳爆发源

区的高质量观测数据，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空间观测技术水

平和在太阳物理领域的研究能力，大大促进了我国空间科

学和空间技术的发展。

2021 年 10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搭载火箭

成功发射，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执行长达 6

个月的航天任务，标志着我国太空领域研究再次迈出重要

一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下，大学生在大学阶段

除了学好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以外，很有必要选修学习天

文学基础知识，公共选修课教学教育也是大学教育的必要

组成部分。

1.2拓宽学生知识面，完善学生世界观

高等院校的公共选修课开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拓宽学

生的知识面与视野，培养学生专业之外的知识技能，促进

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高校的公共选修课是面向高校所有

年级所有专业的学生开设，由学生们自主选择并进行学

习，开设多个学科的公共选修课，是基于时代和社会对复

合型及全能型人才的需求而开设的。近年来，随着时代的

发展与变化，学校与社会更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也更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培

养，以“通专相济，知行合一”为培养原则（梁帅，202

1）。《走进天文学》这门课程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

学通识教育课程，让学生对宇宙形成广阔的视野，以综合、

均衡的方式发展。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及宇宙的自然学科，

研究天体的化学组成、物理状态、位置及分布、运动规律、

结构和演化过程，而在近现代各门学科科学的研究中，天

文学与多个学科领域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天文学研究

领域每次巨大的飞跃，都出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

要，并且都伴随着科学理论的创新与科学技术的革新，是

一门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刘学富，2004）。

天文学可以说是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而

我国的高校学生中学习过天文学的人口数量却比较少，究

其原因是目前各高校缺少开设该门课程的经验、课程专业

性较强及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所以在高校中加强推广开设

天文学公共选修课很有必要，旨在培养学生强烈的科学求

知欲望，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天文学、感受天文学，培养学

生自己收集资料、交流讨论的能力，掌握一种获取知识的

能力，为形成健全的知识结构和培养一种宽容多元的世界

观提供必要的方法论训练，帮助学生认识人类在社会、自

然、宇宙中的地位，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2 天文学公共选修课的困境

2.1课程专业性较强，设备要求较高

放眼全球，科技发达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天文学的普及

与人才培养，天文学是融合了多项领域知识的一门学科。

为摆脱传统和封闭的学科课程模式，方便文、工、理、艺

等课程的相互渗透，高校纷纷开设选修课，而没有开设天

文学课程资质的高校，可以选择开设天文学选修课程。选

修课的授课对象是全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专业分

散，大部分是大学一年级至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由于我国

普及天文学知识面不广，学生的数理化基础参差不齐，只

有少部分学生具备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的基础，根据学生

群体的特点来设置教学目的，分为三个层次：1、天文学

知识的科普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天文学知

识、形成宏大的宇宙观和世界观；2、天文学科学方法的

教育，介绍获得天文知识的方法及手段，目的在于帮助学

生形成科学理性并具创新力的思维方式；3、科学研究精

神的教育，通过介绍天文学的研究过程和天文学家所付出

的汗水与努力，从而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坚持不懈

的决心，提高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袁启荣，2005）。在天

文学课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中，主要是让学生掌握天文学

的基本概念，培养学生掌握天文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解方

法。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通过天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及成

果，分析未来发展趋势，以科学高效的教学模式，结合身

边的日常生活，与学生们一起讨论和思考，进而培养他们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目前，天文学研

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为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宇宙和作

为人类自身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和基本关系。

天文学研究过程中主要的实验方法是观测，这是天文

学与其他自然科学最突出的不同之处，通过观测来收集天

体的各种信息，以此为基本的依据展开研究，因而开展天

文观测活动是高校天文学选修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目前我国具有教学天文台的高校数目较少，而且

其中一部分的高校教学天文台由于管理和维护不到位而

无法有效运作（袁启荣，2005），故此，在高校天文学选

修课中开展天文观测活动存在着设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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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学生对公共选修课的重视程度和学习兴趣不足

公共选修课在各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往往区别于常规

课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走进天文学》课程为例，

近一半的学生选择这门选修课是为了凑学分，还有部分学

生是因为考试容易过，因此对该门课程投入不足，兴趣欠

缺。学生的出勤率低于常规课程，学习效率也比常规课程

低，甚至会出现在选修课上复习专业课程内容，课下更加

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进行预习和复习，这种现象比较普

遍。

3 天文学公共选修课的实践感悟及改进措施

3.1结合“思想教育”加强建设课程

将大学生思想教育融入到课程日常教学，潜移默化地

对学生的思想意识、道德标准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国一直

以来都很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

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提供了基本的工作遵循理念。思想

教育不管是作为具体的教育内容还是作为宏观的教育而

言，它都是为了实现立德树人这一人才培养目标（王玲玲，

2019）。

在这一理念下，课程体系中的每个课程和每个教学环

节都要深入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想教育元素，并将其融入

穿插到教学内容中，实现积极的促进作用。以《走进天文

学》课程为例，在介绍中国从古至今的天文学研究进展中，

要对一些具有国家和民族特色的进展进行深入的挖掘或

其他相关内容的拓展。比如 2021年 10 月 16日，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船搭载火箭成功发射，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的

这三名航天员均体现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的

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教师可拓展讲解努力拼搏、勇于争

先、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组织集体学习相关事迹，实现

思想教育和课程的紧密结合。

3.2开展公共选修课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切入点及重点，目的在于

提高教学质量。高校公共选修课教学方法应扬弃传统课堂

教学的灌输式，从“以教为主”逐渐向“以学为主”转变，

教师讲授的同时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出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作用，从而增强学习效果（王艳等，

2021）。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在原有多媒体电脑投影课件

讲授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视频图片展示、小组讨论、情景

演习等多种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结合时事热点，增强学生

对课程的认同感，从而推动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以

《走进天文学》课程为例，在讲解人类早期宇宙观（盖天

说、浑天说、宣夜说等）时，辅以模型图片，让学生通过

文字及图片对人类早期宇宙观有形象生动的认识，更直观

地感受到人类天文学研究领域的历程。

3.3改进考核方式，加强过程考核

公共选修课多采用期末学生提交课程论文的考核方

式，在给定的范围内，学生自行查阅文献资料并汇总分析，

写出论文作为结课作业提交，这种方式可以考核学生文献

资料检索、阅读、处理和独立思考能力，但教师对论文的

批阅过于主观，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这种方式期末成绩

在总评成绩中占比过高，平时学习表现及过程考核没有体

现在成绩中，这是课程论文考核方式的不足之处（杨婵容，

2021）。以《走进天文学》课程为例，根据该门课程的教

学大纲，采用“全程考核”的方式，利用雨课堂平台对学

生出勤签到、课堂互动、平时作业及期末结课考核进行“全

程考核”，加大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评价占比，丰富考核内

容，使考核环节大大助力教学效果的评估和改善。

4 总结

综上，公共选修课是高校课程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

成部分，利于不同课程和不同科学领域的相互渗透，有助

于摆脱传统和封闭学科课程模式（袁启荣，2005）。而高

校天文学公共选修课中的诸多难点为我们提出了严峻的

挑战，我们应认真思考并积极应对，结合思想教育加强课

程建设，开展教学方法的改革，改善过程中成绩的考核方

式，从而全面提高天文学公共选修课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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