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3
月 23 日 15 时 44 分，“天宫课堂”第二课在

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讲了又一堂精彩

的太空科普课。中国空间站第二次太空

授课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地面主课堂设在中国科技馆，分课堂

分别设在西藏拉萨和新疆乌鲁木齐。授

课活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

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协、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共同主办，中国科技馆及载人航天工

程相关参研参试单位提供支持。授课内

容面向全球观众进行直播。

预 热
复习首次授课内容

开课前几天，太空授课内容已向社会

公布，航天员将在绕地球飞行的空间站上

进行太空“冰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水

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实验，并介绍与展

示空间科学设施。早早看过了“课表”，地

面课堂的同学们翘首以盼。在地面预热

环节，同学们复习了首次空间站“天宫课

堂”的授课内容，回顾了我国载人航天工

程“三步走”的历程，还温习了关于太空失

重的知识。

“太空教师”们来了！3 名航天员来到

镜 头 前 ，身 着 蓝 色 工 作 服 站 成 一 排 集 体

亮相。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大家好，我是太

空教师王亚平，很开心我们又见面了，今

天是我们的‘天宫课堂’第二课……”王亚

平的面孔和声音在“天宫课堂”再次出现，

将同学们带入上课状态。

“我是指令长翟志刚，继续担任拍摄

工作。”

“我是航天员叶光富，很高兴能够再

次给大家分享太空中的科学知识。”

有过首次在空间站授课的经验，3 名

“太空教师”轻车熟路，再次带领大家进入

奇妙的太空失重世界。

实 验
“冰雪”实验、水油分离、

太空抛物等接续上演

结合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王亚平首先

给大家展示太空“冰雪”实验。只见她拿

出一个装有过饱和乙酸钠溶液的透明袋

子，袋口连接着一根吸管。她小心翼翼地

从袋子里挤出溶液，在吸管口渐渐地形成

一个透明液体球，再用沾了点结晶核的毛

根轻轻碰触了下球体。在尝试了几次后，

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透明球迅速变成结

晶球。王亚平解释说，析出晶体时，还会

释放热量，因此这是一个摸起来感觉热热

的“热球”。

“这是微重力环境下液体的表面张力

作用，使得挤出的液体形成了饱满均匀的

液体球。”王亚平揭示了奥秘。为了给同

学们更直观地展示表面张力，王亚平紧接

着做了另一个实验。她手里拿着两块透

明的液桥板，叶光富拿着装有饮用水的袋

子向两块液桥板分别挤上一个水球。与

此同时，地面课堂的同学们也在同步做着

同样的实验。当两个水球越来越大，并黏

合在一起时，她又将其缓慢地拉开，一座

奇特的“液桥”搭建而成。

接下来进行太空中的浮力实验，王亚

平遇到了“难题”。

只见她拿着一个小瓶子，里面装有两

种液体。透明的水和黄色的食用油。王

亚平和地面同学们一起将各自手中的瓶

子进行摇晃后，“天宫课堂”和地面课堂出

现了截然不同的现象。水和油不相溶，在

地面时，油比水轻，就会浮在水面上，而在

空间站微重力环境下则不然。同学们手

中瓶子里的液体渐渐形成分层，而王亚平

手中的水油还是和之前一样，没有产生任

何变化。怎么办？王亚平向地面课堂的

同学们“求助”。一名同学提议：“使用旋

转的方式，借助离心作用将水和油分开。”

王亚平采纳了建议。叶光富进行了演示，

只见他将绳子系在瓶口，快速旋转，不一

会儿，瓶子里的混合液就分离开来了。

“小原理可以发挥大作用。空间站也

有这样的离心设备，用来分离和制备一些

液体。很多复杂的设备都是简单的科学

原理，比如空间站里的陀螺仪。”王亚平又

给大家补充了一个知识点。

展示完太空奇妙的液体现象后，王亚

平开始最后一项实验——太空抛物实验，

目 的 是 描 述 牛 顿 第 一 定 律 的 基 本 原 理 。

此时，一个可爱小巧的冰墩墩闪亮登场。

王亚平将冰墩墩用手指轻轻一推，冰墩墩

没有下坠，而是慢慢飘向一两米外的叶光

富。叶光富接住后，又将其推向王亚平。

冰墩墩在两人之间来回做着近似匀速直

线运动。

“同学们，我所处的空间站实际上围

绕地球飞行，那以你们的视角来看，冰墩

墩做的还是近似匀速直线运动吗？为什

么呢？”王亚平给同学们布置了一项课后

作业。

王亚平为同学们演示完有趣的实验

后，接着，和叶光富一起介绍了空间站上

的两个新科学实验柜——高微重力实验

柜和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展示了本次任务

中开展的空间科学实（试）验进展。

建设空间站的目的，就是打造太空实

验室，也意味着可以把地球上的实验室搬

到太空。

“科学实验是助力科学研究的重要手

段，科学实验柜是我们在空间站开展科学

实验的一个主要设施，等到问天实验舱和

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之后，我们将会增加

更多的实验柜，开展更多领域的科学实验

项目。到那时候，中外科学家都可以依托

实验柜来开展研究，中国空间站将成为造

福 全 人 类 的 太 空 科 学 平 台 。”叶 光 富 说 ：

“同学们，我们也热切地期待你们能提出

自己的科学实验设想，说不定下一次在太

空中展示的就是你们的实验项目。”

互 动
师生问答充满奇思妙想

最后的提问环节中，网友们和地面课

堂的同学们抛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3 名

航天员一一作答。

“在空间站里流眼泪是怎么样的？是

像果冻一样拉得很长，还是会蹦出来成一

颗一颗的？”

王亚平回答：“眼泪无法像在地面时

那样自然地流下来，而是在眼眶中打转，

或者是在眼角。所以在地面上强忍眼泪

故作坚强也许很难，但是在太空中我们就

很容易做到。”

“我们在空间站看到的月亮和在地球

上看到的月亮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空间站距离地球约 400 公里，地

球距离月球 38 万公里。在空间站上看月

球跟在地面上看月球没有太大的区别，但

是因为没有地球上的大气和云的干扰，我

们在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更加

清晰。”翟志刚回答。

“我有没有机会成为一名能在太空中

做实验的科学家呢？”

叶光富鼓励说：“随着空间站的建成，将

会有更多的科研人员到空间站来开展科学

实验，非常欢迎同学们未来到空间站上来

做实验，也可以把自己设计的实验项目提交

到空间站来，然后在地面上远程操作。”

…………

1 节近 1 小时的太空授课在天地互动

中很快过去，该到“下课”的时候了。

“同学们，未来属于你们！”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

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希

望同学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追梦的

道路上坚定前行！”

“ 飞 天 梦 永 不 失 重 ，科 学 梦 张 力 无

限！期待同学们继续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提高科学素养，探索科学奥秘，未来的空

间站将由你们来建设！”

3 名航天员分别给同学们送出祝福和

期望后，对着镜头和同学们依依惜别，挥

手再见。又一场充满奇思妙想的太空授

课，再一次撒下科学的种子，在亿万青少

年的心里生根发芽。

“天宫课堂”再次开讲

太空授课，深播科学种子
吴月辉 占 康 余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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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天宫课堂”
第二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讲了又一
堂精彩的太空科普课。

太空“冰雪”实验、液桥
演示实验、水油分离实验、太
空抛物实验……3名“太空教
师”以天地互动的形式演示
了实验，并介绍与展示了空
间科学设施。这场充满奇思
妙想的太空授课，让科学的
种子在亿万青少年的心里生
根发芽。

核心阅读

能在约 400 公里高度的地球轨道

上一堂课，需要强大的航天技术支撑，

也需要包括天地通信等太空资源的支

持。流畅而顺利地完成，体现着我国科

技进步和创新成果。与此同时，“天宫

课堂”从创意到落地，既源于对能力的

自信，更反映出对科学研究的重视。

对科学的探索和研究，始终是航天

事业的有力牵引和主要产出。当前，我

国航天事业正走在由大到强的道路上，

载人航天工程到今年即将完成“三步

走”规划，建成空间站并长期运营。就

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

所说：“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火

箭发射飞船的震撼场面，太空交会对接

的扣人心弦，这些航天工程能力所撑起

的空间站建设，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科学

研究和科学应用，充分发挥这个国家太

空实验室的作用，为科学研究提供得天

独厚的平台。其实，无论是飞出地球，

或是登上月球、火星，乃至飞出太阳系，

对未知的好奇，对宇宙奥秘的渴求，从

来都和不断进步的星际探索能力相伴

相随、相互促进。

如今，“天宫课堂”正逐渐成为我

国太空科普的一个国家品牌。它虽然

是 空 间 站 科 学 平 台 的 小 小 展 示 和 应

用，却意义重大。科技创新、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科学普及有

着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太空

授课不仅能激发人们对航天和科学的

兴趣，也能增进公众对门槛高、回报周

期长的航天事业等大科学计划的理解

和支持，还会在青少年心中种下科学种

子，等待梦想生根发芽。“飞天梦永不

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这句话既道

出了“天宫课堂”的意义，也正是太空

探索的绝佳形容。

科学梦张力无限
余建斌

■科技自立自强
天宫课堂

R

■记者手记R

本报海口 3 月 23 日电 （记者

曹文轩）近日，海南印发《关于促进

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

馆，鼓励社会资源向文物文化领域

聚集，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意见》提出，非国有博物馆发

展要坚持正确方向，举办陈列展览

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序良

俗，展览主题和内容应当坚持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坚持

统筹协调，优先发展能够丰富我省

博物馆门类，体现区域特色、行业特

性以及民族（民俗）文化的各类非国

有博物馆，鼓励龙头企业开办行业

博物馆。

《意 见》明 确 了 强 化 土 地 供 应

保障、加大场馆扶持力度、加强财

政资金支持、鼓励全产业链发展、

提升陈列展览质量、落实对口帮扶

工作、推动非国有博物馆集群发展

七大任务。在符合保护、修缮和建

设控制要求的前提下，鼓励各市县

利用古村落、古建筑、景点景区集

中设立非国有博物馆。

海南促进非国有博物馆发展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陈圆圆

版式设计：张丹峰

本报兰州 3 月 23 日电 （记者

赵帅杰）记者近日从甘肃省教育厅

获悉：甘肃通过连续实施两期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已实现全省 30 万以

上人口的县（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

全覆盖。

近年来，甘肃把保障残疾儿童

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作为重中

之重。目前，已依托 14 个市州特殊

教育学校建成了市州特殊教育指导

中心；依托县区特殊教育学校和随

班就读人数较多的普通中小学，在

86 个县市区建成了残疾儿童随班

就读资源中心，实现特殊教育专业

指导机构市县两级全覆盖。加强普

通中小学随班就读资源教室建设和

无障碍设施改造；特殊教育政策保

障体系不断健全；残疾儿童少年义

务教育普及水平得到巩固提升。目

前已基本形成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为主体，特殊教育学校就读为骨干，

送教上门为补充的特殊教育办学体

系。截至 2020 年底，全省残疾儿童

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6.81%。

甘肃推进特教学校建设全覆盖

勾 描、刻版、印刷、

彩绘、装裱……一道道

精心细致的工序之后，

一张活灵活现的杨柳青

年画热热闹闹地呈现在

人们眼前，平添了一份

节日的喜庆。这是纪录

片《过 年 的 画》开 头 的

一幕。

这部由天津市委宣

传部、天津市文化和旅

游局、西青区委联合出

品 的 5 集 纪 录 片 ，讲 述

了天津市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杨

柳青木版年画的传承与

创新。“非遗保护，需要

我们关注”“盼着过年，

张贴年画的场景历历在

目”……随着纪录片的

热播，留言和热议随之

而来。

杨柳青木版年画发

源 于 明 代 ，在 400 多 年

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

成了复杂的工序流程，

体现出其独特的刻、绘

结合的工艺特色。“非物

质文化遗产不是‘物’，

制作、形成它们的技术

和 历 史 才 是 真 正 的 非

遗，制作年画的非遗技

艺 ，就 是 通 过 年 画 那 张 纸 来 承 载

的。”《过年的画》顾问陈雍表示。

成长于杨柳青古镇的中国民间

美术史学家王树村老先生，将一生

献给了杨柳青年画的发掘保护，即

使走向人生的终点，最惦记的还是

“那张纸”。孙子王进接过爷爷的接

力棒，搜集整理了 6000 多幅杨柳青

年画，多次无偿送展，只为让大家看

到真正的杨柳青年画。

杨柳青画社的雕版师傅刘杰，

至今用的还是 30 多年

前踏进这一行时，师傅

为他亲手做的两把月牙

刻 刀 。 一 张 张 年 画 背

后，是对艺术的精研沉

潜。在传统技艺的精进

发掘之路上，刘杰倾注

了毕生心血。

70 多 岁 的 国 家 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霍庆有，是

霍氏古一张杨柳青木版

年画传承人。他说：“祖

上做了近百年的年画，

到我这辈儿不能断了。”

为了赓续技艺，他从打

铁做刻刀、选购颜料宣

纸的环节开始，将杨柳

青年画的“产业链”重新

串联起来。

《过 年 的 画》刻 画

了 30 多个饱含情感、充

满张力的人物故事，其

中既有非遗传承人、艺

术院校师生，也有年画

老店后人、新一代年画

工 作 者 。 该 片 以 严 谨

的历史考据、真实的创

作 细 节 和 温 暖 的 艺 术

情感，呈现出当下对非

遗 保 护 、传 承 、发 展 的

思考。

“这部作品展现了浓浓的乡愁，

一代代守望者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

守和追求。”该片总导演祖光表示。

该片总撰稿、执行导演张玲感慨，两

年多的摄制过程中，自己和团队成

员曾经数次泪洒拍摄现场。

“我们要正视非遗和当代生活存

在的‘时差’，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

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行列。时代在变、

生活在变，非遗如何守正创新，是需

要不断思考的命题。”张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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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3 日电 （记者

张贺）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印发《关

于组织实施 2022 年度出版融合发

展工程的通知》，要求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 规 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有关部署，

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巩

固壮大数字时代网上出版主阵地。

出版融合发展工程于 2021 年

正式启动，首先实施了数字出版精

品遴选推荐计划和出版融合发展示

范单位遴选推荐计划，在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打造示范样本，有力发

挥了对出版融合发展的引领带动作

用。通知指出，2022 年度出版融合

发展工程优先启动实施数字出版优

质平台遴选推荐计划和出版融合发

展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划，与已经

实施的两个子计划，共同构建出版

融合发展工程项目矩阵。在工程总

体框架下，每年开展两个子计划遴

选工作，同步推荐展示 4 个子计划

相关成果，推动出版业提升融合发

展的整体能力和水平。

通知强调，数字出版优质平台

遴选推荐计划重点遴选一批方向导

向正确、优质内容集聚、技术应用领

先、资源储备丰厚、两个效益统一的

数字出版平台项目，出版融合发展

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划重点遴选一

批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创新创造能

力突出、引领发展表现出色的出版

融合发展复合型人才，各申报单位

须对照相关计划的遴选范围、资格

条件、申报要求、材料报送等进行申

报。申报单位主管主办部门和所在

地省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组织领

导，精心部署安排，扎实做好申报组

织工作。

通知指出，国家新闻出版署组

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综合评审，

对入选的平台和人员，组织集中宣

传，并作为申报单位社会效益评价

考核、有关评奖评优的参考依据；对

入选的数字出版优质平台，给予一

定经费资助，加强示范价值挖掘和

案例宣介推广；对入选的出版融合

发展优秀人才，在行业培训、课题调

研、重大项目等方面给予平台和资

源支持，在相关人才评选评优中予

以重点推荐，并推动优秀人才所在

单位出台配套支持措施。

国家新闻出版署启动实施 2022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

图①：“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讲，地面主课堂中国科技馆内的学生在听讲。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图②：安徽省六安市，同学们观看“天宫课堂”，同时在做科学实验。

田凯平摄（人民视觉）

图③：在位于西藏拉萨的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学生们在做科学实验。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图④：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的学生们在观看“天宫课堂”第二课。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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