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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 3月23日，学生们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收看航天员授课。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在太空能喝到开水吗？”
“由于失重的影响，水是无法烧开的。”
“在空间站里流眼泪会怎么样？”
“我们经历过许多心情激动、热泪盈眶

的时刻，眼泪无法流下来，而是在眼眶中
打转。”

这些对话来自 3 月 23 日的“天地互动”。
当天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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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光富相互配合进行授课，与地面课堂互
动并回答网友提问。

在互联网上，大量网友观看授课活动的直
播并留言评论，热议课堂精彩内容，点赞中国
航天成就。

期待已久——
“定好闹钟，准备上课了”

“天宫课堂”第二课要开讲的消息一出，
就激起网友满满的期待。

3月 18日上午，中国载人航天微信公众号
推送文章 《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二讲：
航天员喊你看直播！》。文章写道：“‘天宫课
堂’要上新了！你想听‘太空教师’讲点什
么？动动手指来告诉我们，你的提问有机会获
得航天员们的解答！”网友们很快在留言区抛
出自己的问题：“可否演示一下两种不同比重
的液体混合在一起？”“在太空吹气球和在地面
上有什么不同？”

3月 18日下午，中国载人航天微信公众号
公布了“天宫课堂”第二课的开讲时间和课程
内容，并邀请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在地
面同步尝试开展相关实验，从天地差异中感知
宇宙的奥秘、体验探索的乐趣。在留言区，网
友表达了满满的期待之情：“对每一项实验都
很期待”“我们全校师生一起观看直播”“定好
闹钟，搬好小板凳，准备上课了”。

随后，各大网媒纷纷发布“天宫课堂”第
二课开讲的消息：《23日下午，“天宫课堂”不
见不散》《“天宫课堂”又开课啦！课程表出
炉》《“天宫课堂”这次讲点啥？超详细“剧
透”来了！》《“天宫课堂”第二课即将开讲！
先来做个小测验》……

连续多日，“天宫课堂”占据着央视新闻
客户端热搜榜榜首。3月 22日，央视新闻客户
端发布报道《“天宫课堂”第二课来啦！青少
年们都有哪些期待？》。在这篇报道中，来自全
国各地的学生说出了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浙
江师范大学婺州外国语学校学生沈周人说：

“地球上有重力，所以食物可以顺利进入消化
道，在太空中食物怎样进入消化道？”广东惠

州市龙湖学校学生蔡东林说：“我想知道，空
间站里没有阳光，种子能否像在地球上那样
发芽生长？”

在“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讲之际，3 月
23 日，新华网发布文章 《天宫课堂丨你还记
得亚平老师的课吗？》，带着网友一起复习

“天宫课堂”第一课的内容：2021 年 12 月 9
日，“天宫课堂”第一课在中国空间站正式开
讲，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干货满
满的授课活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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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互动——
“讲解精彩，真是大开眼界”

3月 23日 15时 44分，“天宫课堂”第二课
开讲。在约 45 分钟的授课中，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相互配合，生动演示了微重力环境
下太空“冰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水油分
离实验、太空抛物实验等，讲解了实验现象背
后的科学原理，展示了部分空间科学设施，介
绍了在空间站的工作生活情况。

授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
面课堂进行了互动交流并回答网友提问。有网
友问：“没有重力了，皮肤是不是会变好？”王
亚平回答说，因为空间站没有太阳光照射，温
度和湿度也都控制在适宜范围内，另外在微重
力环境下人的体液会向上分布，皮肤也会随之
向上提升，“所以我感觉在空间站里我的皮肤
状态是很不错的”。

此次授课活动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进行直
播，引发广泛关注。微博上“‘天宫课堂’第
二课”话题阅读量超过 1亿，网友积极留言互
动：“真神奇！”“讲解精彩，真是大开眼界”

“笔记赶紧记起来”。
在人民日报客户端直播过程中，留言区的

网友十分活跃，边看边问：“是第一宇宙速度
吗？”“什么是离心机？”“空间站怎么供电的？”
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报道中还展示了一些有趣的
细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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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客户端截取直播中的精彩片段，以
短视频配上简短文字的形式连续推送。《“天
宫课堂”第二课｜在空间站水油无法自然分
层》 一文写道：“王亚平、叶光富展示水油分
离实验。在地面上，水和油自然分层，油在上
水在下。然而，在空间站，水和油并没有自然
分层，需要在离心作用下才可实现分层。”
《“天宫课堂”第二课｜在“天宫”看月亮会
更亮》 一文写道：“翟志刚表示，在空间站上
看月球和在地面上看月球没有太大区别。但
是，由于没有大气和云的干扰，在空间站上看
月亮会更加明亮、更加透彻。”

直播结束后不久，“课后辅导”就上线
了。新华网发布题为 《专家解读“天宫课
堂”第二课：太空实验背后的奥秘》 的文
章。文章先回顾课堂内容：透明的液球飘在
半空中，王亚平用一根小棍点在液球上，球
体瞬间开始“结冰”，几秒钟就变成通体雪白
的“冰球”。王亚平说，这枚“冰球”摸上去
是温热的。然后专家进行解读：太空“冰
雪”实验实际上是过饱和乙酸钠溶液形核、
结晶的过程，过程当中会释放热量。过饱和
溶液结晶通常需要外界“扰动”，而这个实验
的“玄机”就在于小棍上沾有晶体粉末，为
过饱和乙酸钠溶液提供了凝结核，进而析出
三水合乙酸钠晶体。

人民网推出《“天宫课堂”随堂小测验》，
用 9道选择题回顾“天宫课堂”第二课的知识
点。有网友留言说：“实验过程和结果确实满足
了我的好奇心，知识点很自然就记住了。”

播撒火种——
“以梦为马，共赴星辰大海”

空间站是重要的太空科普教育基地，蕴含
着得天独厚的丰富教育资源。“天宫课堂”第
二课是中国空间站第二次太空授课，也是中国
航天员第三次进行太空授课。2013 年 6 月 2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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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9日，神舟十三
号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

胞学实验等。太空授课传播普及了空间科学知
识，激发了广大青少年不断追寻科学梦、实现
航天梦的热情。

太空授课播撒了科学梦想的火种。在微博
上，大量网友留言表达了对探索太空的渴望。
网友“人在深圳”说：“希望能多开这样的
课，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网友“鹿鸣”
说：“点亮了孩子们好奇的目光。”网友“于海
青”说：“以梦为马，共赴星辰大海。”网友

“阿佳”说：“成为航天员可能会成为孩子们的
职业梦想。”

在新华网上，一篇题为 《太空授课播下的
“种子”发芽了》 的文章报道了这样的故事：
2013 年，张舒琪还在读高二，从电视里看到
太空授课，她感到奇妙、有趣、兴奋，从此
对航天的热爱一发而不可收。如今，她已是
一名空间站任务飞控试验队员，和同事们日
夜守护着太空中的航天员英雄，既自豪，又
幸福。

太空授课展示了中国航天的荣光。在人民
日报客户端上，网友评论中的骄傲之情溢于言
表：“航天大国展示实力！”“中国航天，惊喜
连连”“‘三步走’，中国航天定能续写辉
煌”。人民日报客户端发文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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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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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日报微博发文指出，太空授课是一个

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实力支撑的科普活
动，堪称举重若轻。太空授课需要在天地之间
进行稳定的通信传输，需要“天链”中继卫
星、空间站、地面测控站密切配合，确保天地
互动“不堵车”，显示了中国卫星跟踪与数据
中继传输系统的超强能力。

太空授课厚植了爱国主义情怀。在央视新
闻客户端“天宫课堂”第二课的直播页面，网
友的留言刷了屏：“盛世才能有这样的课堂！”

“中国加油”“我爱你，中国”。
中国科技网评论指出，中国航天员的太空

授课，天宫与地面的连线互动，让中国青少年
直观感受到国家科技实力的增强，对国家航天
事业的自豪感、爱国情油然而生。科学与探
索，是载人航天事业给予我们的启迪与鼓舞；
爱国与梦想，是载人航天精神赋予我们的笃定
与荣光。

“把山区孩子送上冬奥
舞台的邓老师走了”

李 贞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
马兰，别忘记唱一首心中的歌
谣……”悠扬的歌声响起，然而
教会孩子们唱歌的邓小岚老师却
再也听不到了。

3 月 22 日，邓小岚的子女发
出讣告：我们亲爱的妈妈邓小
岚，因突发脑血栓医治无效，于
2022年3月21日23时48分在北京
天坛医院平静离世，享年79岁。

随后，“邓小岚去世”登上热
搜，多家网络媒体发布文章追忆
邓小岚的事迹，万千网友自发表
达缅怀之情。

邓小岚是人民日报前社长兼
总编辑邓拓之女、《晋察冀日报》
史研究会会长。邓小岚 1943 年生
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易家庄
村，197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
系，退休前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
作。2004 年起，邓小岚开始在阜
平县马兰村义务支教，为村里的
孩子义务教授音乐课程。她把每
年一半的时间放在马兰村，18 年

来从未间断。
今年 2 月，马兰村所在的阜

平县城南庄镇的 44个孩子组成的
“马兰花合唱团”登上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闭幕式的舞台，用希
腊语演唱 《奥林匹克圣歌》，邓
小岚的感人事迹由此再一次广为
流传。

据微信公众号“新华社”文
章 《山里有了音乐，娃们有了梦
想，可她走了……》 介绍，邓小
岚刚到马兰小学教音乐课时，简
陋的学校只有 4 间危房。为了给
孩子们建一个“音乐教室”，她不
仅拿出了自己的退休金，而且动
员北京的弟弟、妹妹一块捐钱，
在村里盖了 7 间校舍。后来，邓
小岚又将亲友家闲置的乐器要了
过来，并寻求相关部门支持帮
助，陆续置办了架子鼓、电子
琴、钢琴等乐器。村里没有人会
教，邓小岚就自己手把手地教孩
子们。她坚持每个月来两次马兰
村，风雨无阻，寒暑假更加频

繁。18 年来，邓小岚从北京往返
马兰村的行程超过了20万公里。

“这些年，跟邓小岚学唱歌的
孩子长大了。有的考上大学，就
读音乐教育专业，有的考上幼儿
师范学校，毕业后把歌声带给更
多的孩子。马兰小乐队的孙志雪
是马兰村第一个考取音乐专业的
孩子。孙志雪说，在闭塞的小山
村，‘邓老师像一束光，启发和鼓
励我们走出一条更精彩的人生
路。’”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
发布的文章 《沉痛送别！带领河
北娃唱响“鸟巢”的她，今天凌
晨去世了……》中写道：“送别邓
小岚，也致敬每一位乡村教育的
筑梦人。邓老师，一路走好！”

人 民 网 官 方 微 博 发 起 话 题
“把山区孩子送上冬奥舞台的邓老
师走了”。网友“一路繁花”说：

“冬奥会开幕式上孩子们的歌声太
美了，从那时才知道这个合唱团
背后感人的故事。向邓老师致
敬！”网友“敬言”说：“她为山
里的孩子打开了一扇窗，总有人
在温暖世界。”网友“羊”表示：

“邓老师是一位伟大的老师，把人
生奉献给了教育事业。您的学生
会记住您，我们也会记住您！”

时下，江苏省南京市春意盎然，处处花红柳绿，景色宜人。图为3月23日拍摄的南京玄武湖公园美景。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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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课，安徽省六安市青山路初中的同学们收看航天员
教学并开展实验，观察实验效果。 田凯平摄 （人民图片）

3月23日，“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课，安徽省六安市青山路初中的同学们收看航天员
教学并开展实验，观察实验效果。 田凯平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