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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打造天文学研究的后备军

天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是人类认识宇宙、研

究辽阔空间中天体奥秘的一门科学。它以其独特的未知

性、新奇性成为最能调动学生兴趣和好奇心的学科，为

了深化素质教育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关注天文

活动，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仰望星空。

学生们在天文教师观

察星象

天津科技馆、天津市天文学会：

天津市中小学生天文节

每两年一届的“天津市中小学生天文节”，是

天津科技馆针对中小学天文科学教育活动创办的特

色系列科普活动。在每年的9月到11月里，天津全市

7-25岁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是活动参与的

主体，从2007年首届天文节成功举办至今，成功举

办了科学家讲座、各类天文知识竞赛、天文展览、小

天文台联合观测等各类系列活动，营造了广泛、深入

的天文学习氛围，激发了学生的天文兴趣，推动了天

文课程建设。

□文/张洁 记者/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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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获得更准确、前沿、深入的天文知识。第三

个层次是通过天文观测、摄影、设备联动等技能性

竞赛，锻炼、提高爱好者的实践和动手能力；通过

竞技、交流、参与科普宣传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培养天文研究、科普后备力量。第四个层次是通过

学习知识、仰望星空、竞技交流，帮助学生构建时

空观，从而形成科学的人生观。

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天文节的四个层

次是如何落实实现的？

天文节以节日的形式，隔年举办，每届历时4周，

根据不同目标与学生的实际需求，设置了相应活动。

以激发兴趣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包括科普报告会、

科普剧、天文征文、天文网上答题、天文知识展览、

路边天文观测；以提高水平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包括天

文知识竞赛、天文观测比赛；以提高实践能力为主要

目的的活动包括天文摄影比赛、天文观测、天文摄影

沙龙、参与组织路边天文观测。

天文节由天津科技馆与天津市天文学会联合策划

实施，横向取得天津市教委支持，联合签发文件，通

过联合小天文台学校、天文社团学校行动起来，充分

发挥作用。天文节从策划到实施活动历时几个月，具

体如下：

策划是根据以往经验及向教师征求意见，调整本

次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设计匹配活动。

前期工作主要包括撰写、修改活动通知和方案，

申请与教委联合向各区县教育局、教研室、科协下发

文件，同时刊登在官方网站以保证以个人形式参加活

动的学生及时获得信息，文件内容包括举办时间、具
|方案&实施|

仰望星空：天文科普落实处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天文学的研究对象从宏观

扩展到了微观，从观测到理论推演，从流淌向前的时

间到不断膨胀的空间，这一切其实都源于我们人类对

头顶这片灿烂星空的好奇和敬畏。“天津市中小学生

天文节”是天津科技馆针对中小学天文科学教育活动

创办的特色系列科普活动，天文节活动围绕各项目标

开展。

活动的第一个层次是联合学校、天文台、教师

为尽可能多的孩子搭建平台，使他们接触最感性、

最神秘的基础天文知识，了解天文动态，感受宇宙

的浩瀚，产生仰望星空的兴趣。第二个层次是搭建

平台，通过知识竞赛等活动让热爱天文的中小学生

同学们进行天文观测

学生们上演天文主题

科普剧

学生的天文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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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活动形式、比赛形式和规则，动员全市小天文台

学校、天文特色学校参与活动，布置并完成竞赛灯

等具体活动的准备事项，落实开幕式等各项目承办

学校。如，天文知识擂台赛需要提前统计报名队伍

数量、协调专家出题等；网上天文知识答题需要提

前协调专家出题，通过网站刊登并宣传；天文摄影

比赛需提前邀请天文摄影师对辅导教师及学生们进

行专业培训。

正式活动主要包括开幕式、报告会、擂台赛、

网络答题、天文摄影比赛、征文比赛、闭幕式，历

时4周。以擂台赛为例，在天文节中间时段，由某所

中学承办，邀请出题天文专家现场评审，根据比赛

规则各代表队进行现场角逐。例如科学家报告会，

通常与开幕式一起进行，已经邀请了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陈学雷、南开大学教授苏宜等专家。

在活动年的9月到11月里，天津全市7-25岁的

小学生、中学生都是活动参与的主体，学生可以有选

择地参与其中的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参与活动的

积极性。从2007年首届天文节成功举办至今，成功

举办了科学家讲座、各类天文知识竞赛、天文展览、

小天文台联合观测等各类系列活动，营造了广泛、深

入的天文学习氛围激发了学生的天文兴趣，推动了天

文课程建设。

在活动的后期，会对天文节活动进行全面总结，

统计参与活动的学校与学生的区域分布、水平梯度，

分析天文节期间反映出的问题，设计后续活动。天文节活动激发了孩

子们对天文科普的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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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效果|

搭建天文学探索的舞台

|策划者说|

多年来，天津科技馆、天津市

天文学会开展的遨游太空之夜、天

文科技夏令营、天文学习班、天文

观测活动培养了一批批天文爱好者，在

天津市掀起了天文学习的热潮。

随着对“钱学森之问”的提出，中小学课程改革得到进一步深

化，培养创新型人才也成为课改研究的重要方向。天文学以其神秘、

未知、实践性成为最适合培养学生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的学科。为此，

我们也在我市中小学生中展开了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天文学是

6-14岁学生最喜爱和感兴趣的自然学科。然而，由于课业负担过重等

原因，多数同学从来没有认真仰望过星空，示范校配置的小天文台闲

置率极高，天文器材也被束之高阁。天文师资匮乏也成为制约校内天

文教育的一大因素。

于是，我们在连续成功举办十届天津市大学生天文节的基础上，

创办了“中小学生天文节”，旨在倡议、发动更多的学校为学生搭建了

解、学习天文的平台，使所有孩子都有机会了解星空之美，使喜欢天文

的孩子有机会交流和提升。

天文节活动在促进发挥天文台功能、广泛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天

文科研、科普后备力量、培养专兼职天文教师方面积极开展活动，收

效显著。

当然，如果能在天文节活动中进一步发挥教育部门的作用，效果将

更为显著，也将能保证活动良性持续发展。

天文学的发展历程在各个历史阶段都代表了人类

文明中的最辉煌的成果，是一代又一代人仰望星空、

追古及今、执着追求、溯源探新的历史。天文学在青

少年中的教育普及，将有助于开阔学生视野。天津市

举办的三届天文节，累计3万学生踊跃参与、7所学校

开设了天文课程、几十所学校成立了天文社团、50余

名教师参加了天文教师培训。

此外，天文知识的普及教育能提高青少年对客

观宇宙的认识，使青少年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天文

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观测。青少年只有掌握了观测方

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天文知识，而天文观测方法又有

助于培养青少年的创造性。更重要的是从小培养青少

年具有一定的天文科学情感及态度，对青少年个性发

展大有裨益。它不仅培养了青少年对天文科学和观测

的兴趣，还在探索中学到了克服困难的精神，这种科

学精神将使青少年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始终保持追

求探索和创新的特质。

同学们在研究天文模型

神秘的宇宙科普报告会

观测活动培养了一批批天文爱好者，在 一些学校聘请专家

作为客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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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简介|

天津科技馆

天津科技馆、天津市天文学会作为天津市中小

学生天文节的组织单位，有着丰富的科普工作经验。

首先，天津科技馆作为一个科学殿堂，是全市中小学

老师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动手动脑能力的第二课堂，

是传播科研成果，提高公众科技意识的绝好场所。它

拥有可以同时放映穹幕电影和天文节目的“宇宙剧

场”。而国际一流水平的数字式电子天象仪的引进，

更使得天文馆如虎添翼。天津市天文学会自成立伊

始，就一直与天津科技馆联手一起开展天文科普活

动，可谓强强联手。

|专家点评|

该活动是天津市青少年学生

可以普遍参与的科技活动，每两

年举办一届，每次活动持续3个

月，形成系列。其优点体现在：

（1）由天津科技馆和市天文学会联

合策划实施，保证了活动内容的科学性；（2）取得

了教育部门的支持，并通过建有小天文台的学校、

有天文社团活动的学校的联合行动，发挥普及活动

的作用；（3）虽然是讲座、展览、知识竞赛等比较

传统的方式，但由于有了系列的策划和集中的活动

空间及时间，营造了较好的科学节日的气氛，有利

于激发青少年学习天文的兴趣。

希望能够进一步创新活动的内容和形式，突出

科技场馆在科技活动中的特色与作用，并与科技馆

日常的开放相结合。

同学们在老师知道下进行天文观测

虽然是讲座、展览、知
识竞赛等比较传统的方
式，但由于有了系列的
策划和集中的活动空间
及时间，营造了较好的
科学节日的气氛，有利
于激发青少年学习天文
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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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案|

“第三届天津市中学生天文节暨第二届小学生天文节”开幕式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2011年10月

25日

上午9时

南开大学附属中

学大礼堂

天 津 市 科 技 界 领

导、专家及南开大

学附属中学的1000

多名师生

“第三届天津市

中学生天文节暨

第二届小学生天

文节”正式开幕

开幕式前大家欣赏了天文科普互动剧

《一节天文课》，围绕着破除星座迷信

的主题，为大家介绍了正确的星座知识

及用星座辨别方向的技能。

国家天文台专家作《神秘的宇宙》科普

报告，介绍宇宙的形成及最新的有关宇

宙研究的成果。

第三届中学天文竞赛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2011年10月

30日上午
天津科技馆

由七所学校、天文爱

好者等组成代表队

考察同学们的天

文知识，为爱好

天文的同学们创

造一个交流竞争

的平台

在本次天文竞赛中增添了许多综合性的

题目，竞赛题目紧密贴近实际，穿插了

当下的热点航天天文事件，比如观察

“天宫一号”的轨道、计算“熄灯一小

时”的实施时间。

经过两个半小时对必答题、抢答题、风险

题三个环节的激烈争夺，最终决出奖项。

天文摄影沙龙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活动目的 具体实施

2011年10月

30日上午
南开大学

天津市10多所学校

的师生及南开大学天

文社的成员40余人

参加

让普通的天文爱

好者与专家面对

面 近 距 离 地 接

触，从沟通交流

中学习天文知识

和摄影技术

北京天文馆馆长和天文摄影专家为学生

展示摄影作品、交流摄影技术。专家分

别从设备的选择、使用的技巧及实际的

应用等几个方面与大家进行了交流，爱

好者也将自己的困惑和问题及作品与大

家共享，专家现场进行了点评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