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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工程”：
走向月球的征途

主讲人：谢梦璐

走向太空，到宇宙中去探
索，这是人类孜孜追求的梦想。
月球作为距离地球最近的天
体，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探索
星辰大海的第一步。

在 1957 年至 1976 年的 17
年间，苏联和美国密集地向月
球发射飞行器，形成了国际月
球探测的一个高峰期。在探月
领域，古老的中国有着自己的
梦想。经过多年的孕育，2004年
1 月 23 日，中国月球探测一期
工程——“绕月探测工程”的立
项，标志着“嫦娥方略”的真正
开始。

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分
为“绕、落、回”三个不载人探测
月球的发展阶段。让我们跟着
时代的脚步，一起走近嫦娥工
程的伟大瞬间。

绕：主要任务是对月球进
行全球性、整体性和综合性的
探测，包括获取月球地形地貌、
部分元素及物质成分、月壤特
性等数据。2007年，“嫦娥一号”
成功发射并进入月球轨道，标
志着中国探月工程的第一步战
略目标已经达成。

落：突破月球软着陆技术，
实现探测器在月球表面的安全
降落，并进行月面巡视勘察。

“嫦娥三号”于2013年成功实现
了这一目标，它与“玉兔号”月
球车共同完成了月面软着陆和
巡视探测任务。

回：突破采样返回技术，实
现从月球表面采集样品并安全
带回地球的目标。2020 年，“嫦
娥五号”成功完成了这一挑战，
从月球表面采集了样本并安全
返回地球，圆满完成了探月工
程的第三步战略目标。

嫦娥工程不仅展示了中国
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为人
类探索宇宙奥秘提供了宝贵的
科学数据和经验。如今，勘测月
球南极环境和资源任务的“嫦
娥七号”即将发射，验证月球资
源的就地利用技术任务的“嫦
娥八号”正在跟进，中国探月工
程迈出了从科学探索向实际应
用转变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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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科学史

她活跃在科教与

科普的讲台上，带领孩

子们观天望星、认鸟识

虫，点燃孩子们的科学

梦想。

她扎根小学科学

教育第一线，为热爱星

空的孩子打造了一个

系统学习天文的时空。

她就是慈溪市第

四实验小学党总支书

记谢梦璐。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马亭亭

让学生和科学家面对面
构建科学教育新模式

“我们小组研究的是移民火星
计划，接下来我将从项目研究背
景、目的、内容，以及方案可行性、
进一步建议和预期成果来进行说
明。”9月25日，在慈溪市第四实验
小学的报告厅里，来自慈溪市“星
聚项目”的“小科学家”们正在作着
科学微项目的成果汇报。

现场，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研究员刘勇博士，对每个小
组的研究成果进行点评。

和科学家面对面，孩子们非常
兴奋，汇报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
围绕在刘勇身边，开启“十万个为
什么”模式，报告厅秒变“追星现
场”。刘勇肯定了孩子们善于思考、
敢于大胆想象的形为，耐心细致地
解答了每一个问题，并对项目研究
进行了指导。他的讲解既严谨又生
动，赢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掌声。

这是谢梦璐最近着力主持的
“星聚”项目，项目牵手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空间科学院的科学家
团队，以微项目学习的方式，引领
孩子走到科学家身边，在科学家的
指导下探索自己最感兴趣的未知
宇宙，打造专家与孩子深度碰撞的
科学教育新模式。

同时，以“天文沙龙·科学家云
端会客厅”为主线的“星云计划”，
通过每月一个天文探索主题的专
家讲课资源推送和星云会客厅听
课互动，开展普及型的天文科普，
引导他们近距离了解科学家的精
神和思维方式，提高科技素养。

孩子们的微项目既有“星空观
测”“月球环形山”“从月球上能看
到长城吗”这类非常适合小学生探
究的主题，也有“移民火星计划”

“月球基地”“如意空间站”“人类如
何走出太阳系”这类与当前航空航
天发展密切相关的前沿课题，还有

“古诗里的天文研究”“古人如何进
行天文研究”等传统与现代结合的
主题。

学生们提出问题、立项、观测、
研究、答辩，一步一步走近星辰大
海，在这样的学习模式下，他们对
天文领域的探索热情非常高涨。

以天文微项目构建科学教育
新模式的创新实践，来自谢梦璐
十几年来孜孜不倦的教育思考和
探寻。

谢梦璐是宁波市名教师、宁波
市骨干校长，曾获浙江省春蚕奖、
宁波市优秀科技辅导员、慈溪市科
普达人等荣誉。实际上，这位科学
名师，一开始并不是教科学的。

1996年，谢梦璐从慈溪市锦堂
师范学校毕业，作为一名全科教师
来到慈溪一所乡村小学任教。2003
年，她来到慈溪市西门小学（现慈
溪市第四实验小学）任教数学。
2007年，因教育教学工作需要，她
成了一名科学专职教师。

“小学科学领域非常广泛，我
提倡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发现，在
这个过程中，我也和学生们一起去
钻研科学的奥秘，觉得非常有意
义。”谢梦璐说。

2009年是国际天文年，天文活

动火热，学生们也对天文知识充满
了好奇。以此为契机，谢梦璐和学
校另外一位科学老师一起，组织全
校学生观测日全食，那个时候，她
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尝试项目化学
习。从那时起，她也把科技特色教
育的着眼点放到天文教学上。

2011年，学校进行改扩建，新
建了一个天文台，还配备了许多天
文观测的仪器和设备。以天文台为
中心，学生们把一条条走廊、一个
个平台都建造成了天文观测、研究
的场地。2024年，刚刚投入使用的
第四实验小学西校区建有结构完
善、设施先进的天文探索中心，硬
件资源丰富了，师生们的天文探究
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自启动天文特色教育以来，她
多次组织路边天文夜、全民观星体
验、天文露营、日食、月食、金星凌
日等特殊天象观测活动，给孩子们
确立了崭新的宇宙观。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校慢慢
地围垦出一方特色天文教育空间。
在这方天文教育沃土中，结出了许
多天文活动成果。

2020年的浙江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中，谢梦璐设计的科普项
目《南北半球星空探秘》获得一等
奖，并参加全国展示。

成绩的背后是十年磨一剑的
孜孜不倦、艰辛付出，谢梦璐几乎
每年都会自己参赛或者辅导学生
参加比赛。

2009年，她带着6个学生组成
的研学小组，从观星开始，关注到夜
间光污染的问题。小学生的天文学
习是以观测为核心的，怎样才能让
他们在实践活动中深入了解夜间光
污染呢？她设计了“从不同地点观测
天鹅座，并记录目视亮星进行对比”
的活动，带着学生们边观测、边记
录，边比较、边研究，掌握了当地夜
间光污染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后续，学生们又投入到宣传成
果、守护暗夜的活动中，从本地媒

体开始，对接虚拟网进行全球数据
分享，一个绿色环保主题的天文活
动方案日趋成熟，经过层层选拔，
获得当年的全国科技辅导员项目
一等奖。

2019年冬，她借带队赴新西兰
研学的机会，实施了南北半球星空
对比的研学项目，再次在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

十多年来，她始终坚守在小学
科学教学第一线，创编天文故事、
出版天文教材、开发天文课程、实
施天文项目，小学天文教学在区域
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她主编的
天文教材《童眼望星空》正式出版，
精品课程获宁波市一等奖，学生在
市级、省级天文竞赛中成绩优异。

随着天文课程的深化实施，更
多教师收获成长。她带领的“星星
姐姐”团队，通过浙江省“科学鱼”
微信平台，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
团队创作的天文故事书《太空环游
记》正式出版，以讲故事的方法为
孩子们打开探索宇宙的一扇窗户。

B 为学生们创建天文学习场域
倡导自主探究发现

天文教育硕果累累
出版2本天文教材、故事书

C

观天望星、认鸟识虫
她点燃孩子们的科学梦想

谢梦璐和孩子们在一起谢梦璐和孩子们在一起。。

谢梦璐和孩谢梦璐和孩
子们在一起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