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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

露，12 月 9 日 15 时 40 分，“天宫

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 8 年

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

课。“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

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是

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

在约 60 分钟的授课中，神舟

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

亚平、叶光富生动介绍展示了空间

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

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

面张力等神奇现象，并讲解了实验

背后的科学原理。

水过镜头，航天员首先带领大

家参观了太空家园。在王亚平的睡

眠区里，贴着她跟家人的照片，还有

带上太空的小玩偶。“晚上的时候

还会跟家人打电话聊聊天”，王亚

平老师介绍说。

叶光富向大家展示了在失重条

件下细胞生长发育研究：跳动的心

肌细胞一闪一闪很神奇。

在水膜实验中，王亚平拿出一

朵和女儿一起完成的折纸花：“看

到这朵花我就想到我的女儿。”王

亚平用注射器向水球内注入一个

气泡，水球里同时出现了两个王老

师的倒影，一正一反，透过气泡，可

以看到正像，水球中映出的则依然

是倒影。“接下来我要制作一个

‘太空欢乐球’”，王亚平在向水球

内注入蓝色颜料后，她取出一颗泡

腾片放进了水球内，水球“沸腾”

了！无数气泡在其中产生，但由于

太空的失重环境，气泡没有离开水

球，而是逐渐将水球充满，美轮美

奂。

叶光富还充当了“工具人”的

角色：“哎我飘起来了”“我深吸一

口气”……只见他先是展示了太空

秘密武器“企鹅服”，又马不停蹄

“太空行走”，最后还被要求尝试不

借助把手完成太空转身。

此次太空授课活动进行了全

程现场直播，在中国科技馆设地面

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

港、澳门分设 4 个地面分课堂，共

1420 名中小学生代表参加现场活

动。

后续，“天宫课堂”将持续开展

太空授课活动，积极传播载人航天

知识和文化，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航天科普教育。

在太空授课之后，三位航天员

授课的内容是否有望成为未来考试

的重大考点，也引起诸多遐想。对

此，中国科技馆科普讲师团副团长

陈征表示，并不希望去进行这样的

延伸。航天员的太空授课内容，对孩

子而言是一种启发，就是希望用实

验的方式，用天地互动的方式，去激

发孩子们的好奇心，起到一个引领

的作用，这也是这次太空授课很重

要的作用。

“它并不是单纯的灌输知识，

在看完这些实验的内容后还可以让

孩子们自己再去探索还会发生什

么，让孩子们在地面上去尝试更多

可能的方案。让孩子们去了解这背

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天宫课堂是一

个主课堂，地面上还有千千万万个

子课堂，这些子课堂还可以去延展

这些内容，就会取得一个非常有意

思的效果，我特别喜欢这样一个形

式。”陈征称。

课间 8年
梦想发芽

据新华社报道

25 岁的白雪上一次参加我

国太空授课时，还是一名高二学

生。神舟十号航天员在天宫一号

展示了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

主讲人王亚平成为我国首位太空

教师，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

成太空授课的国家。

8年一瞬。如今，来到中国科

技馆地面主课堂聆听我国空间站

首次太空授课的白雪，已是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博士生，

攻读航天工程专业。

15时 40分，太空授课正式

开讲，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叶光富担任 “太空教

师”，他们像鱼儿一般在宽敞的

空间站里游动，引得现场青少年

一片雀跃。

“我第一次参加太空授课时

也非常激动，那是一种对航天的

实感，仿佛真正触摸到了什么东

西。”白雪说，她的人生开始与航

天关联———高考第一志愿填报航

天专业、大学毕业留在航天领域

深造、如今专注航天科研，还有一

位陪伴她整个青春的偶像：航天

员王亚平。

与 8 年前一样，王楠认真观

看了整场授课直播。不过，当“上

课铃”再次响起，回到太空课堂

的她，已经从山东省高密市某中

学高二 18 班的物理课代表，成

长为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的设计

师。

“水球实验经典再现，细胞

学实验首次亮相，这次太空授课

不仅展示了基础物理现象，还增

添了生物学内容。”王楠骄傲地

说，变化背后是祖国航天科技的

发展进步。

“8年前，是亚平老师的太空

授课让我意识到，原来课本上的物

理知识真能与航天产生关联。只要

我坚持学下去，就有机会接近那片

星辰大海。”现在，王楠如愿以偿。

1996年出生的她是中国航天事业

中的“萌新”，也是未来。

天地互动环节把这次太空授

课的气氛推向高潮。北京地面主

课堂，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

澳门地面分课堂的中小学生积极

与 3 位太空教师对话。此时，中

国空间站距离地面约 400公里。

王晗一直对航天充满兴趣，

四五岁时就开始收集航天新闻剪

贴报、阅读航天科普书籍、研究火

箭模型结构……虽然最终没有选

择航天专业，但从载人航天、到北

斗系统、再到探月探火，他见证了

中国航天的迅猛发展。

走出中国科技馆，白雪希望

下一个 8 年能留在航天院校，专

心科研、培养人才。王楠坚定如

初，她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王晗笑

称，自己会继续为中国航天每一

次进步欢呼，保持航天爱好者的

习惯：对世界充满好奇。

综合环球时报等报道

12 月 9 日，中国空间站阶段的

首次太空授课以天地互动的方式，

在中国空间站和设在中国科技馆的

地面主课堂，以及设在广西南宁、四

川汶川、香港、澳门的地面分课堂同

步进行。 神舟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

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演示了失

重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

体表面张力等现象， 共进行了 8 项

太空授课项目。

天宫课堂的首次开课为何选择

这些项目作为授课内容？ 每一项实

验背后又蕴含着什么知识点？ 记者

就此采访参与了此次太空授课 “备

课”过程的科普专家。

泡识点：角动量

在 9 日进行的太空授课中，三

位航天员首先为大家展示了在太空

中转身的神奇现象。 这个原本在地

面上难度系数为零的普通动作，在

太空中却隐藏着很高的物理知识。

中国科技馆科普讲师团副团长

陈征告诉记者， 太空转身实验的核

心关键词叫做角动量。 角动量是描

述物体转动的物理量。 这个试验所

展现的是在微重力的环境中， 航天

员在不接触空间站的情况下， 类似

于理想状态下验证“没有外力矩，物

体会处于角动量守恒”。航天员上半

身向左转动时， 按照角动量守衡的

原则，下半身就会向右转。

另一个动作是航天员伸展身体

的时候， 因为质量分布得离旋转轴

比较远，转动惯性比较大，所以角速

度就减慢，通俗地说就是转得慢了。

而当把四肢收回时，转动惯性小，角

速度就会增加， 直观感受就是转动

速度变快了。

泡识点：浮力与重力伴生

在很多科幻电影中都曾出现过

这样的镜头：一旦重力消失，浮力也

就没了， 人们在游泳的时候都会变

得更艰难。 太空老师王亚平所开展

的浮力消失实验， 展现的就是这一

现象。

陈征告诉记者， 这项实验所展

现的是浮力和重力伴生的现象。 浮

力来源于重力引起的液体在不同深

度的压强差。当重力消失时，液体内

部压强相同，浮力也就消失了。不过

地球表面难以让浮力消失， 这个试

验很难直观地展示出来。 在空间站

的微重力条件下， 浮力和重力之间

的伴生关系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显

现。

泡识点：凸透镜成像原理

航天员叶光富所展示的太空水

球光学实验， 则同时展现了三个物

理原理。

陈征介绍称， 当航天员往水球

中打入一个气泡， 因为在太空中浮

力已经消失了， 所以气泡不会向上

飘，而是老老实实待在水球中，水球

因此被气泡变为了两部分， 中间是

空气，气泡周围是水。这个时候整个

水球就变成了两个透镜， 外圈成为

了一个凸透镜， 所以呈现出一个倒

立的像， 内圈相当于变成了两个凹

透镜的组合，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

个正立的像。 因此可以在水球中同

时看到一正一倒的两个像。

这项实验其实体现了三个物理

现象，首先就是在失重环境下，水滴

会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收缩成一个

接近完美球体的水球，而在地面上，

因为受重力影响， 水滴呈现为水滴

形， 几乎不可能获得一个完美的水

球。其次，就是这个水球可以被看成

是一个凸透镜， 如果你站在这个凸

透镜的两倍焦距以外， 就看到的就

是一个倒立的实像。最后，就是在水

球中打入一个气泡， 因为太空中浮

力消失，这个气泡不会飘出来，它就

老老实实的待在里边。

这个实验在地面上其实可以通

过玻璃去模拟， 但是肯定没有水球

呈现的效果好。

泡识点：微重力环境

航天员所进行的泡腾片实验，

是本次太空授课中的一项趣味性实

验。

陈征介绍，在地面环境中，将泡

腾片扔进水球里， 就能看到气泡上

浮，可在中国空间站的失重环境中，

因为浮力的消失， 泡腾片扔进水中

的产生的气泡不再上浮， 而是相互

挤压， 最后就会形成一个很有意思

的样子， 这个水球也会被气泡撑得

更大， 就能看到水球一点点膨胀的

效果。

因为空间站和地面最大的不同

就是空间站是微重力环境， 但是微

重力环境对常人而言只是一个名

词， 通过这些实验大家就能够知道

微重力环境下， 许多物理现象和地

面环境有所不同了。

陈征表示， 这一次太空授课之

所以选择这几项物理实验， 是基于

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从安全的角

度而言， 太空授课所开展的试验一

定是要在保障中国空间站正常运行

的情况下进行的， 因为中国空间站

是一个全新的空间站， 航天员有许

多的工作需要做。 所以太空授课的

试验首先一定是确保安全， 这是压

倒一切的准则。

其次是从教学的角度而言，天

上和地下有着明显的区别， 所以需

要挑选一些能够看出明显的天地差

异的试验项目， 这样才能让大家直

观能够感受到空间站太空环境和地

面环境的不同。

最后是希望太空授课的实验内

容和过程不会对航天员造成过重的

负担。 因为航天员在空间站的工作

非常繁忙，工作量非常大，太空授课

的内容，操作不应太复杂，应该尽量

简便，能快速展现效果，不能消耗过

长的时间， 更不能加大航天员的工

作压力。

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60分钟，精彩纷呈

［新闻背景］

太空授课背后的知识点

12月 9 日，学生们在北京中国科技馆观看王亚平（右）展示如何在太空中饮用再生水。 /新华社

［新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