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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天习文 析物明理
——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天文

探究社团漫谈
梁 雷

（辽宁省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 117000）

凌源市位于辽宁省西部，有着北方花都的美

誉，又以红山文化与古化石发掘闻名，是世界上第

一只鸟飞起，第一朵花绽放的宝地。

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是辽宁省特色普通高中，

多年坚持科技特色办学，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学

生社团活动，鼓励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科技活动，

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而与特色办学相辅相成的

是，学校近年来的教学成绩也在逐年提升，办学水

平已跻身辽宁省前列。

一、多学博见 和而不同——天文探

究与物理教学

我于 2014年毕业参加工作后便兼任了学校天

文探究社团的指导教师。对于天文，我是一个彻彻

底底的“门外汉”，刚接手时也是一头雾水，但好在

高中物理教学中涉及到天体运动、航天等方面的知

识，我便以此为切入点，结合物理知识来进行天文

教学，开展社团活动。

我校各社团的活动在固定时段进行，每次时长

90分钟，每周一次，每个学期进行 8~9次。天文探

究社团的活动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1) 为学生讲述时下天文热点，结合高中物理知

识进行解析，借由学生熟知的物理知识对陌生的天

文知识逐步了解认知，同时也帮助学生加深了物理

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2)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报告，报告课题和大

纲由指导教师提前拟定，学生在课余时间搜集、整

理资料，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确定报告内容，制作

PPT。活动结束后总结报告内容，撰写科技论文。

高孟嘉同学当时的报告是有关脉冲星的发现，

在指导他的报告时，我发现在认证脉冲星为中子星

的过程中，理论部分可以结合部分高中物理知识来

进行论证，因此萌生了以此为题撰写科技论文并参

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想法，高孟嘉同学的理论

基础扎实，计算准确，很快便整理出论文中所需的

数据，结合他搜集到的资料，论文《基于高中物理知

识浅谈脉冲星的认证过程》很快成型，又经过几番

打磨，最终这篇论文获得了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的一等奖。

3) 太阳黑子观测，对于天文社团来说，实测活

动是必不可少的，由于社团活动时间是在白天，社

团的实测活动主要是观测太阳黑子，利用望远镜通

过单反拍摄、投影手绘等不同手段获取太阳黑子的

图像，通过观察太阳黑子的变化来了解太阳的活动图1 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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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与国家天文台太阳活动预报中心的官方

数据进行比对，做好记录及总结，这项活动至今仍

在持续进行。以《凌源地区太阳黑子观测及分析》

为题申报的综合实践活动在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中获二等奖。这项活动锻炼了学生的观察、

动手能力，也让学生接触天文科研前沿数据，拉近

了他们与天文的距离。

另外我也会根据天象预报提前向学校申请带

领学生进行夜间观测，观测活动全程有校领导的陪

护以保障学生安全。如在 2018年 1月 31日晚，152

年一遇的奇迹“超级蓝血月”亮相夜空。为了培养

学生探索科学奥秘的兴趣，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中

放松一下，经学校批准，社团举行了“超级蓝血月”

月全食观测活动。活动期间，副校长李庆余全程参

与陪护。该实测活动也获得了辽宁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二等奖。

除了天文教学与观测外，我也会调查学生们感

兴趣的研究方向并进行指导，孩子们的研究方向多

种多样，如空气质量监测、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利

用社团活动及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们共同学习，不

断创新，优秀的创新作品层出不穷，社团已连续六

年有作品入围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共获得

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

这些经历让我对天文方面的知识有了更加深

入的了解，也帮助我在物理教学中注重增加知识的

实用性和趣味性，使学生将枯燥的物理理论和多彩

的宇宙世界联系起来；将基础的公式定理和航空航

天技术、天体的运行联系起来。万有引力定律的发

现可以戏称为始于树上掉落的苹果，但实际上，打

下基础的是开普勒从老师第谷的天文观测数据中

总结出的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应用万有引力

定律，同学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行星运动的轨道，

预言预言哈雷彗星的回归、推算海王星的位置等。

而天文探测手段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天文现象

凸显了经典力学的局限性。不过这也难不倒物理

学家们，应用广义相对论可以解释水星的进动现

象，利用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恒星能量的来源也

变得一目了然。

这些知识的应用让学生体会到物理知识在人

类探索宇宙过程中的重要性，激发了学生对物理学

的学习兴趣，这种兴趣带来的求知欲是学生学习的

最佳动力。

二、邂逅相遇 适与愿兮——与万维

望远镜结缘

2015年，我指导学生参加了由中国天文学会、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主办的第二届万维望远镜

宇宙漫游制作大赛，并参加了同年于北京师范大学

举办的万维望远镜全国教师培训，这次经历不仅让

我得到了强大的天文科教助手——万维望远镜，也

让我意识到了该如何做好科普工作。

万维望远镜平台可为学生呈现真实的宇宙环

境及物理模型，其庞大的数据资源、多元化的操作

形式和完备的互动体系让我们不再受到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宇宙中遨游，欣赏美

图2 太阳黑子观测活动

图3 “超级蓝血月”月全食观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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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星空，探索宇宙的奥秘，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

的社团活动。学生可以在课上欣赏绚丽的“漫游大

片”，可以自己动手探索感兴趣的天体并进行数据

对比，可以进行互动天文知识问答等，这让学生的

兴趣度和参与度大大提高。

在众多形式的活动中，万维望远镜漫游的制作

是我认为对学生认知天文、熟悉天文和热衷天文助

力最大的，想要完成一部漫游作品，需要经历题目

确定、搜集资料、脚本撰写、场景制作、后期加工等

过程，而在漫游制作中又要注重作品的科学性、艺

术性等，由此打通了天文、艺术、地理、物理、数学、

信息技术等学科间的壁垒，形成科学价值观，有利

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社团成员制作的漫游作品在第二届、第三届万

维望远镜宇宙漫游制作大赛中共获得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2项；在辽宁省第二十届中小学电脑制作活

动中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作品《血月与日食》

获2018年全国物理科普大会“物理科普教学方法展

演活动”一等奖。

万维望远镜在物理教学中也能够提供强大的

助力，精彩的漫游作品能够提高学生对于知识学习

的兴趣，作为课堂导入、知识点引入或扩展效果极

佳。而以教材及考纲中要求的知识内容为主制作

出来的微课，能够对具体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和分

析，不同于以 PPT制作出来的静态微课，基于万维

望远镜制作的微课均为动态演示，物理现象客观真

实、一目了然，无需教师对物理模型进行虚拟构建，

有利于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记忆。

为了方便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我与凌源中学的

冯宇静老师、辽宁师范大学的毛英臣教授合作开发

了基于万维望远镜的互动式物理、天文教学课件，

凭借万维望远镜强大的人机交互功能将微课和漫

游作品进行结合，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知识点互动、

探究性互动、问答互动等，带给学生不同的互动体

验，激发学习兴趣，而依托万维望远镜平台共享社

区的资源共享功能，我们还能够实现课堂外的在线

教学。目前已开发出的课件有《卡西尼号》、《开普

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宇宙航行》等。

在国家天文台崔辰州博士的帮助下，天文探究

社团与国内外科学家高效合作，利用万维望远镜将

天文科研成果制作为漫游作品，实现了高端科学发

现科普化，以太阳系小天体2018RR2的发现为背景

制作的《奇异小天体-2018RR2》、以嫦娥四号登月为

背景制作的《嫦娥奔月》、以土星新卫星发现为背景

制作的《土星卫星》等作品一经发布，便得到了国内

外天文学家们的广泛好评，收到良好的科学传播效

果，并为科研成果的快速展示与传播提供了新的手

段。由河北省秦皇岛无线电管理局主持的全国首

个以无线电为主题的系列科普视频《揭秘无线电》

首映，其中有关射电望远镜及嫦娥四号的部分画面

由社团成员利用万维望远镜制作而成。

社团还与辽宁省内高校积极合作，经由高孟嘉

同学的宣传、组织，成立了沈阳地区的万维望远镜

漫游制作团队，团队成员分别来自东北大学、沈阳

航空航天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团队作品《卡西尼

图4 社团成员在第三届万维望远镜宇宙漫游制作大赛颁奖现场 图5 科普漫游《嫦娥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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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获沈阳市大学生科普创意创新大赛特等奖；第

一届全国大学生天文创新作品竞赛二等奖、最佳人

气奖。在辽宁师范大学毛英臣教授的大力支持下，

辽宁师范大学万维望远镜漫游制作团队Spaceteam

也顺利组建，成员们通力合作制作的《中国传统文

化-24节气》等作品在 2019年青年创客大赛中获团

队三等奖。

为了打造数据驱动下的新型天文科普平台，社

团以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天文探究社团APS天文

探究为名，开通了新浪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内

容以漫游作品、互动式教学课程为主，不定期发布

最新的天文科普、教育及科研资讯。

在我参加万维望远镜教师培训时得知万维望

远镜互动式天象厅、天文教室已经在全国各大高

校、中学和科技馆铺开建设。我于2018年8月受邀

前往大庆实验中学二部参加了全国第一座万维望

远镜互动式天文教室的落成典礼，在典礼前后，王

仁君老师为我们展示了互动式天文教室的基本功

能和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演示效果震撼，教学效果

明显。在典礼结束后我便向学校提出申请，建设我

校的万维望远镜互动是天文教室。

2019年我校迎来了辽宁省特色普通高中的检

查验收，朝阳市、凌源市两级政府投入专项资金加

大学校特色建设，以此为契机，我校在北京美意通

科技有限公司的帮助下，依托国家天文台和国家天

文科学数据中心的数据资源打造了万维望远镜互

动式天文教室，于2019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这是

辽宁省第一座万维望远镜互动式天文教室。经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虚拟天文台研究团组、中国天

文学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授予我校“中

国虚拟天文台科普教育基地”、“万维望远镜互动式

天文教学基地”、“中国天文学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科普教育基地”。

在教室前部，采用弧形硬屏+三台专用投影机

融合拼接的方式提供了一个120°视角的环幕，借助

万维望远镜的强大技术支撑，播放课件、多媒体内

容等为整个教室创造一个极其良好的沉浸式教学

环境。教师机位于弧形硬屏侧面，面向弧形硬屏是

十二台学生机，活动内容包括天文理论教学、漫游

作品制作等。在教室后部由微距投影+黑板组成通

用技术教室复用式教学区，同前方环幕互动，提供

多种教学、科研讨论模式选择。

万维望远镜互动式天文教室能够将丰富的教

学资源和内容最优化的融入到天文教学中，实现教

学演示、师生互动、人机互动、学生实验等多种多样

的教学模式，是互动式天文教学的最佳场所。教室

建成后，我们除了能够完成自身教学需求外，更能

够对外提供科普教育活动场所，辅助国内中小学甚

至高校、科研单位、政府机构进行天文科普教育活

动，更有机会与国际接轨，去完成国际天文科普活

动或专业课题的研究。

社团活动的场地能够提供多元化的场地用途，

我在教室中专门搭建活动区域用于创新大赛的作

品制作，争取在创新大赛中继续获取佳绩，而足够

的电脑设备也会让宇宙漫游大赛的作品制作更加

顺利，也可以在该教室可以进行天文奥赛的教学和

图6 万维望远镜互动式天文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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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该教室的建立可以为我们的品牌建设提供

有力的硬件支持，制作优质的漫游作品和天文、物

理、地理等学科的教学课程，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凌

源二高中的制作品牌。

三、日光月华 繁星点点——天文科

普惠及大众

天文教室建成后，为了丰富广大学生的学习生

活及家庭亲子活动，提高青少年学生及公众对天文

科学知识的学习热情和兴趣，我向学校申请，举行

了一系列的天文科普活动。

2019年 10月我校邀请崔辰州博士到校为全校

师生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天文科普报告，同学们第一

次近距离接触天文专家，在报告中感受到天文与科

技在现代生活中的助推动力，在心中埋下了天文探

究的种子。

2019年12月26日，我国境内上演日偏食，以此

为契机，社团举办了天文科普公众开放日活动，采

用科普报告+日偏食实测的活动形式，邀请青少年

家庭来校参观，听取天文科普报告、进行日偏食观

测等。有家长表示，这样的活动难能可贵，孩子们

在活动中深深体会到大自然的神奇与壮观，期待参

与天空每一个变化的瞬间。借由天文科普公众开

放日活动，能够向公众传播了天文科学知识，提高

了公众对天文科学知识的认知，收到了良好的社会

效应。未来我们将继续举行科普公众日活动并适

时开展星象观测、路边天文等一系列的公众科普活

动，加快将我校打造成高端的科普服务、科技宣传

与运用的前沿阵地和品牌标杆，让更多的凌源学子

能够实现科学梦想。

何为科普？科普就是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让

大众了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一度电的产

生，一滴水的掉落，无一例外都能够用物理知识来

解释；日出日落，斗转星移，多少天文知识蕴含其

中。它们的魅力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现象来

思考和分析，并不断的拓展领域，由点及面，甚至于

去思考人生的意义、自然的本质。这种科学探究的

精神才是影响我们最大的。

科普就像是在播种，当我们向身边的人们去进

行科普时，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话语就已经将科学的

种子不经意间埋藏在他们心中，当某一天，这些曾经

被科普的人中有一位走向科研的道路甚至成长为

领域大咖时，你我的科普引领，都会是为他津津乐道

的话题。我想，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科普的意义所在。

犹记得大学时物理系的系训：析物明理，务实

求真。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常常用这句话激励自己

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无论是物理教学还是天

文科普教育，都要认真对待、孜孜不倦，去探索教育

教学的更多可能。图7 崔辰州博士来我校进行天文科普报告

图8 凌源市第二高级中学天文科普公众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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