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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的空间科学近年来
也进行了不少探索。今年7月 23
日，“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火星探测任务。
宁波大学新药技术研究院“天体化
学与空间生命—钱学森空间科学
协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协同研
究中心’）”在今年7月适时推出
2020太空探索系列之“火星科研
培训班”活动。

火星上的土壤能否种植作物？
微动力环境下对动植物有什么样
的影响？这些都是“火星班”上要探
索的内容，并进行模拟实验。“火星
班”分为火星大讲堂和探索实验两
个部分，面向的是全国对火星研究
有兴趣的爱好者，除了宁大的22

名学员参加线下培训外，其他人则
参与线上培训。

为了让火星大讲堂更精彩，宁
波大学引进的首位全职院士、宁波
大学新药技术研究院院长赵玉芬还
邀请了9位空间科学领域的杰出科
学家为学员作报告，包括钱学森实
验室空间科学研究部部长姚伟研究
员、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大学等
世界知名大学的教授等，报告内容
涵盖宇宙化学、空间物理学、天体生
物学，涉及生命起源、火星农场改
造、火星移民等。

在航空航天科技蓬勃发展的
时代，宁波不少学校在不同教育
阶段，以各自的方式植入航空航
天基因。

嫦娥五号带回月球“土特产”引发师生热议
从打造天文特色学校到推出“火星班”

航空航天教育
在宁波多所学校破土生根

鄞州中学小卫星社团的“追星族”。

嫦娥五号成功带
回月壤，我国首次地外
天体样品储存和研究
工作拉开序幕。这不仅
是中国航天人的高光
时刻，也是对中国“科
技力”的一次诠释。

而在宁波的课堂
上，关于嫦娥奔月取土
的新闻，已经被不同的
方式讲解了一遍又一
遍。看到如此激动人心
的历史时刻，宁波二中
航空航天科技班的同
学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我们今天的所学真的
很有意义。”效实中学
天文社的指导老师毛
锦旗已经向国家相关
院所申请了一批资料，
后续将结合嫦娥五号
和天问一号，推出一系
列天文科普和教学活
动。鄞州中学航天教育
科创中心指导老师乐
天硕，上周末刚从上海
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返回学校，作为哈工大
航天工程管理专业的在
读博士生，与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的各类研究所
进行对接既是他的课程
所需，也是他带领学生
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基础
所在。

自古以来，仰望浩瀚星空的人
类，总有无数问号盘旋心中。对宇宙
的探索欲，是航空航天科学发展的基
础。

近年来，宁波中小学生对天文知
识的兴趣和钻研程度都在加深。2019
年，宁波市天文与地球知识竞赛，共
有 30 多所学校的学生参与，到了
2020年，参与学校扩大到60多所。
在今年的全国中学生天文知识竞
赛中，效实中学高三学生郑凯波获
得高年级组银牌（之前郑凯波还
获得了2020国际线上天文学和
天体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鼓励
奖），镇海中学高一学生戎峻泽
获得低年级组银牌，这也是宁
波近年来在天文竞赛中取得

的最好成绩。
2021年，效实中学天文社成立将

满20周年。在效实中学，有每周两节
的天文选修课程，有每周一次的天文
社团活动。今年中秋，由效实中学、宁
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宁波
市天文爱好者协会三方联合举办的
中秋望月活动，就有校内外400余人
次参与观测。

在12月举办的宁波市普高科创基
地申报活动中，同济中学申报航空航天
项目天文教育科创基地，同济中学拟在
天文教育中心的基础上，打造天文特色
教育学校。目前，航空航天教室已初步
建好，理论知识加实践操作的三年课程
体系也已初步搭建。接下来，学校将面
向天文特长生和有志向从事这方面专
业的学生，推出天文相关大学先修课
程，作为选修课内容，为学生从兴趣向
专业发展打下基础。实践操作方面，主
要通过VR交互的方式，让学生认知火
箭装配设计、火箭轨道设计等多方面的
过程，并开展相关建模。

高中学生的天文特长、天文兴趣
和天文活动，为他们今后从事相关研
究提供了可能。而这些同学对天文的
兴趣和钻研，则来自更早阶段的接触
和学习。

嫦娥五号探测器搭载着长征5号
成功着陆月球正面，并带回了月球的

“土特产”，当普通人在为我国航空航天
事业发展骄傲的同时，在宁波科探中心
的宇宙展厅活动中，小朋友们可以展开
一系列的探索：为什么我们登lu陆在
月球正面？月球的背面是怎样的？为什
么月球上的陨石坑这么多？火箭是如何
运载着嫦娥五号发射升空的？

在科探中心宇宙展厅，青少年可
以通过体验日食与月食、陨石坑、月
球漫步、火箭发射等展项探寻其中的
科学原理。除此之外，宁波科探中心
作为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
通过科学研习，好奇课堂，创客工坊
等一系列活动，让青少年在展厅沉浸
式的氛围内探索科学奥秘，可以参加
由展教团队研发的《月相成因》、《一
箭钟情》等品牌课程，深入探究月球
相关的知识原理。

在鄞州中学科艺楼，有一间
具备一定研发制造能力的小卫星
测控和设计实验室。这里的设备，
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各研究所接
轨；这里的“研究员”，是十多名对
航空航天有着浓厚兴趣的鄞中学
子；这里的指导老师，为了提高专
业实力，一边工作一边就读哈工
大博士航空航天相关专业。

2019年 9月12日，鄞州中学
小卫星社团参与研制的“地球空
间磁场探究”实验舱，由长征四号
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点火升空。9月17日，实验舱顺利
进入预定太空轨道，开始实时传
回各种数据与图像，供师生们研
究分析。这是鄞州中学航天科技
特色课程自 2011 年开设以来一
个里程碑式的成果。这个过程中，
社团学生在指导老师乐天硕的带
领下，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各
类研究所，接受专家授课，和航空
航天名牌大学的学生们一起探讨

实验项目，解决技术难题。
如今，执着的“追星族”们又

有了新的成果和目标，由他们制
作样机，并参与宇航级组装的另
一个小卫星，已经在上海宇航系
统工程研究所，等待最后的加载
和2021年的发射。2022年，他们
还想要发射一颗和校庆和宁波有
关的小卫星。

实验室指导老师乐天硕介
绍，实验室的同学，会有一周两节
的选修课程，学的是工程力学、结
构力学、自动化控制、航天器遥感
等大学预科先修课程。寒暑假，他
们会在老师带领下，去研究所接
受项目化实践学习。接下来，鄞州
中学还将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等合
作，建立联合的航天实验室。学校
不但会邀请大学和研究所的老师
前来授课，学生们还有机会与大
学和研究所的相关人员一起参与
项目。

在学生们心中种下
天文的种子

高中选修课对接大学预科先修课程

宁大首个全职院士推出“火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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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中学天文展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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