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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12月 9日电 （记者张贺）近日，2021 年全国古

籍保护工作座谈会在湖北武汉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十三

五”时期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古籍家底基本摸

清、古籍存藏保护条件明显改善。

全国古籍资源分布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全国古籍普查

完成 270 余万部另 1.8 万函，30 个省份基本完成汉文普查工

作，占预计汉文总量的 90％以上，共 2861 家单位完成古籍普

查登记工作，占预计存藏机构总数的 96％以上。国家级、省

级珍贵古籍保护状况显著改善，13026 部珍贵古籍和 203 家单

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 个

省份建立《省级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 25476 部。古籍修

复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依托 12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设立

国家珍贵古籍重点修复项目，古籍修复总量超过 370 万叶。

全国古籍资源分布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

本报北京 12月 9日电 （记者潘俊强、闫伊乔）9 日，北京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公布《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

考核评价方案》。《方案》提出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包

括过程性考核与现场考试两部分，总分值 70 分。

过程性考核由学生体质健康考核、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

两部分组成，分数分别为 30 分与 10 分。学生体质健康考核内

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包括体重指

数、肺活量、50 米跑、坐位体前屈、1 分钟跳绳、1 分钟仰卧起坐

等，考核时间是四年级、六年级、八年级第一学期。体育与健

康知识考核部分开卷，学生通过机考的方式完成，考核时间是

八年级第二学期。“这是此次改革主要增分的部分，过程性考

核重过程、强参与、要积累、降低分差和区分度。”北京市委教

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

现场考试分值为 30 分。内容划分了四类，设置 22 项考试

内容，比以往增加了 14 项，每名同学可挑选 4 项。李奕介绍，

22 个项目是在反复征求专家意见、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根据

孩子的身体成长特点和需要形成的，下一步，还会根据具体实

施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北京出台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

本报西安 12 月 9 日电 （记者龚仕建）6 日，由文化和旅

游部、陕西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在

陕西西安闭幕。

本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秉承“和平、和谐、合作”的价值

理念，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共举行了开闭幕式、文艺

演出、美术展览、艺术论坛四大板块 40 余场活动，吸引了海内

外 21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作品展汇集了

中国皮影、剪纸和土耳其手绘瓷砖、约旦马赛克镶嵌画等 12
个国家的 104 件（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艺术节期间，12
台来自境外演出团体的高品质经典剧目每天在“云”端播放，

为观众带来精彩纷呈的艺术享受。

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闭幕

本版责编：智春丽 曹雪盟 陈世涵

12 月 9 日，离地面 400 公里的中国空间

站，“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这是时隔

8 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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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光富为广大青

少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

天地连线
感受航天员的空间站生活

【镜头一】

在中国科技馆地面主课堂的大屏幕上，

实时画面从绕着蓝色地球飞行的空间站转换

到了宽敞整洁的空间站核心舱中，一个黄色

陀 螺 旋 转 着 出 现 在 镜 头 中 ，王 亚 平 的 声 音

响起：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随着不断旋转的陀

螺，我们已经从神舟十号任务，进入到了空间

站时代。欢迎来到‘天宫课堂’！”王亚平和同

学们打起招呼，并风趣地介绍身边的“感觉良

好乘组”。

“嗨，同学们好，我是指令长翟志刚。”“同

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叶光富。”

明亮的空间站核心舱中，王亚平带着同

学们逛起了“太空之家”。核心舱的小柱段有

3 个睡眠区。王亚平的睡眠区里贴着家人的

照片，挂着自己喜欢的小物品，十分温馨。透

过舷窗，太空和地球美景尽收眼底。

“失重环境，血液分布和地面不同，下部

的 血 液 上 涌 ，所 以 我 们 的 脸 会 看 起 来 胖 胖

的。这会影响健康，所以我们要通过很多种

锻炼方法对抗失重生理效应。”王亚平演示了

如何使用太空跑步机、太空自行车。

在太空厨房，太空橱柜里有加热装置、饮

水分配器、食品冷藏箱。王亚平轻轻拉开食

品冷藏箱，掏出一个新鲜的苹果。饮水分配

器是取用生活用水的地方。王亚平说，随着

技术的进步，空间站舱内的生活用水已经实

现了再生，每滴水都会做到物尽其用。

为了展示如何对抗太空失重，叶光富给

翟志刚当起了模特。翟志刚介绍，为了防止

失重造成的肌肉萎缩，除了锻炼工具，还有个

“秘密武器”，就是穿在叶光富身上的“企鹅

服”。它有很多拉带让肌肉保持张力，对抗肌

肉萎缩。“小小服装背后，浓缩着航天科技专

家的巧思妙想。”翟志刚说。

随着王亚平的“导览”，空间站仿佛就在

人们眼前，地面课堂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天地实验
乒乓球停留在了太空的水杯中

【镜头二】

“在太空能正常行走吗？”为了回答这个问

题，王亚平请叶光富尝试像在地面一样走路。

叶光富“踩”了几下，就不由自主地飘了起来，

引起大家一阵笑声。“在太空没有重力，无法像

在地面一样正常行走。”王亚平揭示了答案。

“不光是走路，太空转身也和地面有很大

差别，我们在太空转身很难。”王亚平请叶光

富示范太空转身的难度，游泳式、吹气式都不

行，最后举起单臂不断转圈，终于转身成功。

天地互动中，还同做了一个小实验。

地面课堂上，同学们把乒乓球放在水杯

里，球浮了起来。而空间站里，王亚平把乒乓

球放在水杯里，球却停留在了水中。“这是因

为失重环境下浮力几乎消失。”

随后，王亚平拿出她和女儿在地球上一

起准备的花朵折纸放入厚水膜中，花朵边旋

转边“开”了起来，“我们得到了一朵在太空中

盛开的花，非常美丽。看到这朵花，我就想到

了我的女儿。”王亚平动情地说。

王亚平勉励同学们：“你们都是祖国的花

朵，含苞待放，未来是你们的，希望你们的梦

想都能在这广袤的宇宙中绽放。”

接下来是“太空欢乐球”。王亚平往水膜

里不断加水，利用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

做出一个在地面上无法做出的水球。随后她

注入蓝色颜料，放入半片普通的维生素泡腾

片。瞬间，水球变成了蓝色。气泡不断产生，

但并没有离开水球。

“为什么气泡没有离开水球呢？”王亚平

说，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中浮力消失，气泡

不再上浮，而是相互挤压。

王亚平说：“这个蓝色的小球像不像我们

的地球？地球是人类在宇宙中的摇篮，但人

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如今我们有了

自己的空间站，将来中国人的脚步会踏入月

球、火星和更远的深空。”

天地互动
天宫课堂点燃科学梦想

【镜头三】

“我们能发电子邮件给你们吗？”澳门地

面分课堂的同学提问。

“我们目前在核心舱可以和地面发邮件，

也可以视频。平时我们可以看电影、看小说、

听音乐，还可以看电视，频道非常丰富。周末

休息的时候，还可以和家人双向通话。不过，

目前我们与地面的邮件通信需要特殊处理，

还暂时收不到同学们发来的邮件。不过大家

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网上给我们留言，也欢

迎大家积极评论！”叶光富回答。

太空实验让人意犹未尽，天地之间继续

着精彩互动。

“在空间站里，氧气和二氧化碳是怎么循

环的呢？”广西地面分课堂的同学问。

叶光富回答，空间站利用电解制氧子系

统产生氧气，二氧化碳去除系统去除二氧化

碳。后续还会配备二氧化碳还原子系统，它

可以将电解制氧产生的氢气和人体产生的二

氧化碳反应产生水。“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我

们空间站的物资循环能力啦。”

不知不觉中，“太空教师”们要和地面课

堂的同学们说再见了。每位航天员都为同学

们送上一句太空寄语——

“同学们，太空科技，奥秘无穷，未来属于

你们！”翟志刚说。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希望同

学们张开梦想的风帆，向无尽的宇宙远航。”

这是叶光富的祝愿。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同

学们，期待下次再见。”王亚平说。

神奇的“天宫课堂”，点燃了孩子们的科

学梦想。

北京市人大附中朝阳分校六年级学生

徐楷祺说：“‘天宫课堂’让我了解了空间站

的结构，还跟着航天员参观了空间站，知道

航天员在空间站干什么。原来航天知识如

此有趣！”

北 京 市 清 华 附 中 科 技 办 公 室 主 任 谭

洪 政 老师说：“期待同学们在后续能够提出

更有想象力的问题，设计 出 极 具 创 造 力 的

实验，希望未来我们的实验 方 案 能 够 进 入

天宫。”

图为“天宫课堂”中国科技馆地面主课堂

现场。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中国航天员首次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

400公里之上，天宫课堂开讲
本报记者 余建斌 冯 华

■科技自立自强
天宫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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