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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
筑）12月9日16时许，“天
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启。
与此同时，重庆科技馆组织
了79名青少年收看直播，
还同步做了科学实验，从天
地差异中感受宇宙的奥秘。

在重庆科技馆记者看
到，当王亚平老师出现在大
屏幕上时，孩子们一下子就
兴奋了起来。现场，孩子们
利用“天宫课堂”材料包，跟
随王亚平老师同步进行了
实验，体验探索的乐趣。

“用水做的‘放大镜’简
直太神奇太有意思了，和我
们在地面上完全不一样！”青
少年代表梁景宸惊叹道。他
告诉记者，自己一直很喜欢
科学，在学校也很喜欢参加
各类科技活动，长大以后想
当科学家，探究更多科学奥
秘。

据了解，除了收看“天
宫课堂”直播和同步做实

验，重庆科技馆还举行了
“地面课堂”线下活动，包
括专题导览和航天主题科
学探究。其中，在“宇航之
梦”专题导览活动中，重庆
科技馆依托宇航科技展厅
火箭家族、空间站综合演
示等展项，带领孩子们感
受中国飞天梦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的蜕变；在《发射
吧！火箭》航天主题科学
探究中，重庆科技馆的科
技辅导教师引导孩子们通
过视频教学、实验及动手
操作等方式，还重温了火
箭发射过程，探索火箭发
射原理，认识作用力与反
作用力。特别是“一飞冲
天”火箭制作环节，孩子们
利用所学知识制作火箭，
模拟火箭发射过程，进一
步加深了对作用力与反作
用力大小和方向的理解，
激发了对航空航天的向往
和兴趣。

重庆中小学生
与“太空教师”同步做实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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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时隔8年的太空授课
在新的‘教室’——我们自己的
空间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给
人很大的想象和实践空间，十年

后也许这些孩子就可以进入空
间站讲课！”参与本次太空授课
内容设计的太空授课科普专家
团成员、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副
教授陈征激动地说，这一堂太空
课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精彩的
实验和现象，更重要的是激发孩
子们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去观察
这些现象，进而去思考、去探索，

把科学思维的种子种进心里。
将近1个小时的太空课到了

尾声，王亚平为同学们送上了和8
年前首次太空授课同样的祝福：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
限。同学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们相信，下一次再见，不
用再等8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全新开始 首次在中国自己的空间站授课55

太空课点燃

“飘”在核心舱里的三位航
天员相互配合，首先带领大家参
观了航天员的太空家园。空间
站里布置着家人的合影和可爱
的毛绒公仔，让王亚平休息区的
小小角落显得尤为温馨。

王亚平仔细向同学们展示
了“太空厨房”里的微波炉、冰
箱、饮水分配器和食物，还演示

了航天员如何利用太空跑步机、
太空自行车等设备在轨锻炼。

有同学好奇，在太空中能像
在地面一样行走、转身吗？叶光
富现场做了转身的动作，结果却
是上半身向右转，下半身向左
转。“怎么才能实现转身呢？”叶
光富伸出右手开始不停画圈，成
功转身！主课堂内爆发出同学

们热烈的掌声。
“完全没想到，真是太神奇

了！”天地间物理现象的不同深
深震撼了北京市第十三中学高
一学生刘奕赫，“老师说这是一
个角动量守恒的问题，现在我们
还没有学到，但是我特别感兴
趣，课后就想去了解一下为什么
他会出现这种情况！”

太空转身 航天员上半身向右转，下半身向左转11

水膜和水球实验是赢得同
学们惊叹声和掌声最多的一个
环节。王亚平用一个金属圈伸
进水袋，拿出时水竟在金属圈内
形成了一层水膜，再往水膜上继

续加水，水膜越来越厚，最终变
成一个大水球。

“失重状态下，水的表面张
力大显神威，才能做出地面无法
做出的水球。向水球注入一个

气泡，水球则倒映出一正一反两
个人像，这是气泡将水球分割成
了两部分，分别成像的结果。”一
边做着实验，王亚平一边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讲解实验原理。

水膜和水球实验 失重状态下，水的表面张力大显神威22

接着，她将蓝色颜料注入水
球，水球变成了漂亮的深蓝色。
她又将一片泡腾片放进水球，水
球中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小气
泡，却因为没有浮力而停留在水

球中。蓝色的水球中，黄色的气
泡若隐若现，正像是一颗小小的
地球。

“地球是我们人类在宇宙
中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

生活在摇篮里。如今我们拥
有了自己的空间站，相信未
来，中国人的脚步一定会踏入
月球、火星和更远深空。”王亚
平说。

泡腾片实验 小气泡因没有浮力而停留在水球中33

干货满满的授课中，三位
“太空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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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
还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
互动交流。

太空中看到的风景有什么
不同吗？在空间站中氧气和水

是如何循环的？在太空中睡觉
会飘来飘去吗？可以上网玩游
戏、看电视吗？冲上太空、返回
地球是不是像过山车一样刺
激？……来自中国科技馆地面
主课堂和广西、四川、香港、澳门
四个地面分课堂的同学们接二
连三向航天员老师提问，并一一
得到了解答。

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
小学馨园分校五年级学生王思
烁是一个小小航空迷，身为学校
航模社团的一员，她对蓝天充满
了向往。“我还有很多想问的问
题，这次没能提问，回去之后要
请教老师。长大后，我想成为像
王亚平老师一样优秀的女航天
员，去探索宇宙的奥秘！”

干货满满 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等44

科学梦
——记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李国利 宋晨

9日16时许，天地信号接通，一个悬浮在空中匀速自转
的小小陀螺出现在同学们眼前。“欢迎来到‘天宫课堂’！”清脆
清晰的声音响起，化身“太空教师”的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叶光富出现在画面中，“天宫课堂”第一课在中国空间站正
式开讲。

中国科技馆的地面主课堂被布置成了蓝色调，一组组圆形排布
的桌凳就像一颗颗蓝色的星球，置于其间的天和核心舱1：1模型和
神舟一号返回舱实物，更是令学生们仿佛置身浩瀚宇宙之中。

这是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
空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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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啦！
“天宫课堂”第一课

□新华社记者 刘艺 黄一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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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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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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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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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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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幕让王晗想到8
年前他与王亚平的天地互
动。“亚平老师提问，如何在
太空测量物体质量。我回
答了3种测量方法。她一
直微笑着听我说完。”

“让我感到骄傲的，不
只中国航天的发展速度。
航天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中国人和平利用太空的决
心已转化为世界人民都能
看到的具体实践。”王晗
说。

即将进入建造阶段的
中国空间站，会迎来首批来
自17个国家的国际合作实
验项目，建成后欢迎各国航
天员入驻；已经完成全球组
网的北斗系统，正在为90
多个国家提供服务，今天这
场太空授课，面向全球进行
了全程现场直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
日电）

跨越8年，再迎太空课堂

本版图片据新华社、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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