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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概论》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

课程名称 《地球概论》

地球概论课程是高等师范院校地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课程主要涉及地球天文

学与地球物理学两大模块的内容：在地球天文学方面，在认识地球的宇宙环境的基础上，

明确地球的运动特性，从而进一步理解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地月系统及地月间的关系；

在地球物理学方面，主要明确地球的形状与大小，了解地球的圈层与表面结构，了解地

理内部的物理性质。

该课程是地球系统科学基本物理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所有后续开设的地学相关

课程提供关于地球系统科学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地球运动参数有关的天文知识，课程中

的内容在中学地理课程中均有涉及，可为学生后期从事中学地理教学提供强大的知

识储备。

主讲教师 成爱芳

成爱芳，宝鸡文理学院讲师，自然地理学专业博士。

教学方面：承担《地球概论》、《计量地理学》、《中

学地理课程标准与教材解读》和《地理学科教学论》等课程

的讲授工作；担任地理与环境学院天文台指导老师，指导学

生参加国家天文台举办的 2019年万维望远镜大赛获得大赛优

秀奖，指导学生参与省级和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各 1 项、主持校级教改项目 1 项。

主要从事不同尺度气候水文极值与气候变化水文响应方

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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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恒 星

一、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后，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上应达到以下目标：

在知识获取上，掌握地球天文学与地球物理学的基础知识。

在能力提高上，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教学手段，使学生在掌握地球基本理论和

方法的基础上，具有应用仪器观测和相关软件进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素质培养上，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宇宙观和世界观，增强看待问题的广

度和深度，并且具有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高尚情怀，从而做到一个地理人既要接地气

又要仰望星空，最终将对地球的认识内化为求索知识的动力。

二、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1）让学生在学习中领会宇宙的广阔、浩瀚与地球的渺小，体味人在宇宙中的“微

不足道”，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衡量如何正确处理人类与地球环境之间的关系，探索

宇宙环境变化对地球和人类生存的影响，建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和生活观；

（2）由宇宙的起源与演化、太阳系的形成与演化及生命的演化历程，思考人类的

未来发展之路；认识人类社会面临的太空挑战；思考天文与空间科学探索与研究对人类

社会的意义；

（3）由人类对太空和宇宙的探索，学习科学发展历史，建立正确的科学观；体会

科学探索的牺牲精神，树立科学探索的神圣感和自豪感；思考宇宙动态发展，瞬息万变，

地球与人类面临的潜在危机，建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树立危机意识，拥有热爱生活、

并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动力。

三、课程育人案例设计及实施过程

背景知识：2019 年中国天文学家依托我国自主研制的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发现了一颗迄今为止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洞，并提供了一种利用 LAMOST 巡天优势寻找

黑洞的新方法。这颗 70 倍太阳质量的黑洞远超理论预言的质量上限，颠覆了人们对恒

星级黑洞形成的认知，有望推动恒星演化和黑洞形成理论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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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郭守敬望远镜发现的恒星级黑洞

天文学家仅在银河系中就发现了约 20 颗恒星级黑洞，理论预言银河系中还有上亿

颗恒星级黑洞！宇宙中还有那些天体呢？

在众多天体中恒星是最重要的天体：

思政元素：宇宙在不断的膨胀中，宇宙的边界在不断变化，当前预估的可观测宇宙

的直径达到了 936 亿光年！强调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让学生对我们生存的星球空间有

个宏观的认识，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地球上，乃至社会与生活当中既是普通，又是特殊

的一分子，世界之大，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和想象，所以要正确的审视他人和认清自己。

1 恒星的本质特征

2 恒星的距离

北斗七星天璇和天枢的距离约和天枢到达北极星的位置相差 5 倍。将仙后座的五颗

较亮星也就是图 3 中的α、β、γ、δ、ε五颗星，连成一个英文字母 W，将εδ、β

α反向延长，交于一点Ｆ，连接 Fγ延长五倍距离，那个地方就是北极星的所在。

图2 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到的南门二（比邻星） 图3 天体间距离的估算（摄影：戴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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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年 1 月起，欧洲南方天文台的暗淡红点（Pale Red Dot）计划开始探测比邻

星。暗淡红点计划目的就是寻找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比邻星轨道上是否存在行星，

如果存在这颗行星是否适合人类居住？

思政元素：让同学思考并分组探究讨论暗淡红点计划为什么聚焦于距离太阳系最近

的恒星轨道上的行星呢？从而让学生建立辩证主义唯物观，要辩证的看待事物，知道事

物是变化发展的，对事物或人的认识不能一成不变，另外，也要有危机意识，要在平静

的生活中看到希望、挑战与危机。

3 恒星的自行

“恒”星，本意“固定的星”，“固定”并非没有周日运动，而是在天球上基本保

持相对位置不变。实际上，恒星也在宇宙空间中不断运动—自行。恒星自行指的是恒星

在天球上位位移。

图 4 恒星在天球上的位移 图 5 恒星的空间速度

恒星的空间速度，可以分为两个分量，即视向速度和切向速度。前者是沿着观测者

的视线的分量，距离观测者远去为正，向观测者接近为负，后者是同视向速度相垂直的

分量，它表现为恒星在天球上的位移，称为自行。

一般而言，恒星自行速度小于 0.1 角秒/年，截止目前约有 400 颗恒星，超过 1 角秒

/年，自行最快的是位于蛇夫座的巴纳德星，10.31 角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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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85-2005 年巴纳德星运行示意图

图 7 北斗七星的自行与北斗形状的变化

另外，我们熟悉的北斗七星也有自行。

思政元素：北斗七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天象，反问学生即使是最为熟悉的常见的事

物是否确定已经了解它呢？引导学生认识到世间万物既然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都有它

的神秘之处，我们不能非常肯定的说完全掌握了，对待新事物或者熟悉事物都要从多个

角度去认识它、钻研它，不要只局限于认识事物的表象，要善于钻研，在钻研中积累知

识，进而达到开拓与创新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