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航天器轨道动力学与控制 课程代码： 0100035 选课人数：60
开课学院：宇航学院 授课教师： 祁瑞 乔栋

育人要点 成效简介

教师风范

祁瑞（1985-），男，博士，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科

研方面，研究方向为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研究兴趣主要涉及航天器轨道动力学、

空间碎片拖曳与清除、编队飞行等。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研院所合作课题，

获北京理工大学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被 SCI 源期

刊收录 20 篇，其中 4 篇发表在航天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Guidance Control and

Dynamics 上，另有 5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在教学方面，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

13 人、硕士研究生 6人，指导研究生参加第 8 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获得甲组冠

军，主持 2 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项目，参与 1 项研究生教育教学重大培育

项目，发表教研论文 1 篇。

价值塑造

教学中拟引入智慧教学工具-雨课堂，期望借以全面提升课堂教学体验，让师生

互动更多、教学更为便捷。

附雨课堂简介：

雨课堂由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共同研发，旨在连接师生的智能

终端，将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环节都赋予全新的体验，最大限度地释放教与学

的能量，推动教学改革。

雨课堂将复杂的信息技术手段融入到 PPT 和微信，在课外预习与课堂教学间建

立沟通桥梁，让课堂互动永不下线。使用雨课堂，教师可以将带有 MOOC 视频、习题、

语音的课前预习课件推送到学生手机，师生沟通及时反馈；课堂上实时答题、弹幕

互动，为传统课堂教学师生互动提供了完美解决方案。雨课堂科学地覆盖了课前-

课上-课后的每一个教学环节，为师生提供完整立体的数据支持，个性化报表、自动

任务提醒，让教与学更明了。

教学过程设计如下：

1. 课前：精心搜集教学资源，插入、更新 PPT；

2. 课上：课堂提问、出思考题、随机点名，让学生参与进来、活跃起来；

3. 课间：借助雨课堂一键发送测试习题，趁课间时间测验学生掌握程度；

4. 课后：发布主客观题、投票题，学生可附件作答、拍照上传、语音回复；

5. 结课后：生成全周期的教学数据，根据数据分析改进课程教学。

知识教育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既包含了“二体问题”、“轨道要素”、“轨道机动”、

“轨道摄动”、“星际轨道”等传统轨道动力学课程所涵盖的基本理论知识，也引入

了“编队飞行”、“Lambert 问题”、“空间碎片”、“三体问题”等专题内容，全方位、

系统培养研究生的综合创新实践能力。

实践能力

（创新

课程旨在训练学生掌握航天器轨道动力学与控制的基本理论、最新进展和相关

应用，以及基于 Matlab 的数值仿真方法，提升卫星轨道设计与分析能力。

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将以下述三点为标准展开和衡量：

1. 富于理论。传统轨道动力学课程，主要以二体问题为模型框架，开展轨道要



性、批判

性、

颠覆性

思维培

养）

素、轨道机动、轨道摄动等知识的教学，对于在工程实践上普遍使用的相对运动、

兰伯特变轨等内容介绍较少，导致学生掌握的理论不足，进入相关工作岗位后很难

立即胜任轨道设计工作。

本课程将以“基本理论+专题讲座”的形式开展，覆盖航天器轨道动力学与控制

领域几乎所有重要理论和实用内容。

2. 兼具实践。航天器轨道动力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工程实践性并重的课程，航天

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完成该课程的学习后，应当具备理解、分析和设计航天器轨道的

理论能力，同时具备将理论付诸实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编程能力。

本课程将一改以往同类课程只注重理论教学的风格，注重理论的 Matlab 编程

实现, 锻炼培养学生编程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3. 紧跟前沿。轨道动力学源自于古老的天体力学，其理论建立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以解释和预测天体运动为目的，哥白尼、第谷、开普勒等人开展了大量观测

与分析工作，最终由牛顿在 17 世纪建立起万有引力理论并发展出二体问题模型。轨

道动力学课程所讲授的内容较为经典，但却可以应用于解释当前很多天体与卫星运

动现象，这在之前教学中并未涉及。

本课程将借助科技新闻、微信公众号热文等辅助材料使课程紧跟前沿、充满趣

味。

课程考核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方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