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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和介绍了天文基础知识，包括天球、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总星系、行星、恒星、星
系以及宇宙学、天体起源与演化、地外文明等内容，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以及天
文学与地理效应问题。
同时，还反映了天文学的最新成就。
    全书内容丰富新颖，条理清晰通顺，语言严密流畅，阐理简明精当，有较强的科学性、系统性、趣
味性和可读性，并有大量图表、照片和附表，适宜于教学和自学使用，是近年来涌现的一本较优秀的
天文学教材。
由师范高校地理系担任“地球概论”、“天文学基础”课程的老师共同撰写。
    读者对象：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地理系师生、非天文专业本科、专科院校师生，以及广大天文爱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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