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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背景与目标



通过天文观测，学生能够
了解宇宙的奥秘，拓展对
自然界的认知视野。

拓展学生视野 激发探索精神 提升科学素养

天文观测能够激发学生对
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培
养好奇心和求知欲。

天文知识是科学素养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天文观
测与知识普及，有助于提
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030201

天文观测与知识普及意义



培养学生兴趣

提升观察能力

培养科学思维

增强实践能力

培养学生兴趣与科学素养目标

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对天

文观测的兴趣，为未来的学习

和发展奠定基础。

引导学生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分

析和解释天文现象，培养科学

思维习惯。

通过天文观测实践，提升学生

的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动手实践，增强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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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基础知识普及



宇宙起源于一个极热极密的点，

随后发生大爆炸，宇宙开始膨胀

并冷却，逐步形成各种天体。

大爆炸理论

宇宙在演化过程中，经历了不同

的阶段，包括原初核合成、星系

形成、恒星演化等，最终形成了

现今所见的宇宙景象。

宇宙的演化

宇宙起源与演化理论简介



由发光等离子体构成的巨型球体，通

过核聚变反应产生能量和光。恒星具

有不同的质量和光谱类型，其演化过

程也各不相同。

环绕恒星运转的天体，通常不发光，

靠反射恒星光而发亮。行星具有不同

的轨道和自转周期，其表面和大气特

征也各不相同。

恒星、行星等天体类型及特征

行星

恒星



占星学中的概念，指天上一群群的恒星组合。人们将三五成群的恒星与他们神话中的人物或器具联系起来，称之

为“星座”。十二星座包括：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

摩羯座、水瓶座、双鱼座。

星座

由数量巨大的恒星系及星际尘埃组成的运行系统，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星

系。

星系

星座、星系等天文概念解释



天文观测设备与技术发展

用于观测遥远天体的光学仪

器，经历了从地面到空间、

从光学到射电的发展过程。

通过专业相机和长时间

曝光技术，捕捉天体的

微弱光线和细节信息。

研究天体的位置和运动

的学科，为天文学提供

了精确的数据支持。

研究恒星、行星、星系等天

体的物理性质和演化过程的

学科，揭示了宇宙的奥秘。

天文望远镜 天文摄影技术 天体测量学 天体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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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天文观测活动准备



观测时间
选择无云或少云的晴朗夜晚，确保星空清晰可见。

观测地点
远离城市光污染，选择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的地点进行观测。

选择合适时间和地点进行观测



用于观测遥远的天体和星空细节。

天文望远镜

提供星空位置、亮度等信息的参考工具。

星图、星表

记录观测结果和心得体会。

笔记本、笔

如指南针、手电筒（需红光）、计时器等。

其他辅助工具

准备必要器材和辅助工具



明确观测活动的负责人、观测员、记录员等角色，确保活动

有序进行。

人员分工

制定安全预案，注意观测地点的安全状况，提醒参与人员注

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安全措施

安排人员分工及安全措施



活动计划
包括观测目标、时间安排、器材准备、人员分工等方面的详细规划。

活动流程

制定观测流程，包括器材调试、星空定位、观测记录、心得分享等环节，确保活

动顺利进行。

制定详细活动计划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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