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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异彩纷呈
互动热火朝天

抛出去的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玩偶没有沿抛物线方向下坠、落下，而是给
人以沿着直线做匀速运动的感觉。一种过饱
和溶液被从袋子中沿着短管挤出，在短管端
形成液体球，而后悬浮于空中，被一条短棒
一碰，液体球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很快通
体“结冰”，成为一个冰球。在两块小塑料板
上分别挤上些许水，形成了两个小水球，而
后被轻轻靠近，两个小水球就融为一体并在
塑料板间形成一个数厘米长的液体小“桥”。
植物油与水在小瓶中交融混合后却不能自己
分离开，而用绳子拴住一端，再用手臂甩上
一阵后，水与油成功分离了……

第三次“天宫课堂”这些扣人心弦的瞬
间让很多学生不断思考、回味。的确，这些
空间站微重力环境下所演示的现象，与在地
面上所看到的差异如此之大，完全超越了日
常的经验和感知，很多学生依然在兴趣盎然
地继续思考、追寻背后所包含的科学道理。

“我的孩子看完直播授课后，写了篇日记，提
出了好几个关于太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
他写的最好的日记。这几天，他一直在查资
料，找答案。太空课堂真是让他大开眼界，
感谢中国空间站上的航天员老师们！”一位
家长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写道。

“天宫课堂”不是教师“自上而下”单

向讲解和演示实验的过程，而是有问有答
的双向互动。王亚平老师给学生们留下这
样的问题：从地面上来看，空间站上近似
匀速直线运动的“冰墩墩”应该是什么运
动状态呢？液态金属球在冷却过程中，为
什么会出现再辉现象？网友和地面课堂的
学生向航天员老师提出了多个问题。比如，
空间站里流泪是什么感觉？空间站无容器
实验柜可以用来做什么研究？对这些问题，
航天员老师给予了细致的回答和讲解。

“天宫”自带流量
课堂精心设计

纵观已经开展的三次教学活动，我们不
难发现，“天宫课堂”设置精心，生动鲜活，富
有吸引力，彰显了组织者和实施者的用心程
度和专业性。

“天宫课堂”无疑是自带“流量”，天
然具有吸引力，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进行
课堂教学内容选择、设计特别是演示实验
选择，教学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据了
解，“天宫课堂”的教学内容是在确保绝对
安全的前提下，精心选择航天员容易操
作、实验效果容易观察并且与地面效果反
差大的内容和项目。于是，人们看到“天
宫课堂”呈现了一些微重力环境下，与物体
运动、液体浮力、液体表面张力等有关的实
验，被“潜水的乒乓球”、倒影人像的“超大水
球”、附着于水膜上的中国结”等新奇的太空

现象深深吸引。
“泡腾片加入水球”实验就是精心选择

教学内容的一个好例子。该实验最初的创
意来自一名孩子提出的问题，有关方面在
筛选时，担心气体从水球内冒出可能导致
液体溅到舱内器件上，就没有将其纳入进
去。不过，王亚平觉得此实验很有创意并
测试成功，于是就在课堂上演示出来，让
人耳目一新。

精心选择教学用具是“天宫课堂”的一
大特色。在23日的教学中，北京冬奥会上的

“明星”冰墩墩闪亮登场，王亚平和叶光富通
过相互抛掷冰墩墩玩偶来进行太空抛物实
验。据了解，该冰墩墩玩偶是航天乘组出发
时，载人航天团队送给他们的“盲盒”之一。
很多人对去年的“天宫课堂”上水膜张力实
验中盛开的折纸花印象深刻，那是王亚平与
女儿之前特意为该实验制作的，是色彩绚
丽、饱含亲情的“科技”之花。

在 23 日的“天宫课堂”上，人们还注
意到，航天员老师在介绍高微重力实验柜
时，展示了之前开展实验的视频资料，使
课堂教学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据
了解，通过实验视频开展教学活动，将成为

“天宫课堂”发展的方向之一。

多方携手打造
促进发展演进

“天宫课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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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办，中国科技馆及载
人航天工程相关参研参试单位提供支持，
共同打造的科普教育国家品牌，它的成功
是各方携手努力取得的。

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和天宫空间站是
开展太空教学和科普的前提条件。按照

“三步走”发展战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取
得历史性突破，所属航天员、空间应用、
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
信、着陆场、空间实验室等8大系统都取得
重大成就。2011 年底，中国科协向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建议，以神舟十号发射
并与天宫一号对接为契机，由航天员在太
空为青少年讲授科学课。这一建议得到了
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的积极响应，在神舟
十号飞船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顺利完
成后，“天宫课堂”首次开课。

“天宫课堂”随着载人航天技术的进步
而发展演进。人们发现，与第一次开课时
相比，最近两次 “天宫课堂”直播的画面

更加清晰、声音延迟明显减少。这得益于
承担天地数据传输的中继通讯卫星即天链
卫星的发展。天链卫星已经从数年前的第
一代3颗卫星，发展到目前5颗卫星并成功
发射了第二代01星。“天链”数据传输能力
和稳定性大大增强，“天宫课堂”的呈现效
果得到明显提升。

在校学生是“天宫课堂”服务的主要
对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纷纷
行动起来，通过临时调整课程等措施，动
员、鼓励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和各类媒体参
与“天宫课堂”。比如，教育部提前 2天在
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收看“天宫课堂”
的提示，预报了开课时间和教学内容。

各地科技馆等科普机构也积极行动起
来，组织所在地中小学生集中收看“天宫课
堂”。有的还针对教学内容，安排相关领域
的科技专家为学生做课前预习和课后答
疑。值得一提的是，“天宫课堂”带动了科
学热、科普热，一些科技专家围绕“天宫课
堂”教学内容，自发制作科普视频节目，通
过自媒体广泛传播。

扩大地面课堂
关注网络空间

通过 3 次授课，人们注意到，“天宫课
堂”形成了“‘天宫’+地面课堂”互动的
模式，地面课堂的设置每次都有变化。

第一次授课时，地面课堂安排在位于
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第二次授
课时，地面课堂进一步划分为地面主课堂
和地面分课堂，前者安排在位于北京的中
国科技馆内，后者则有4个，分别安排在广
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第三次
授课时，地面课堂沿用了主课堂和分课
堂，前者位置没有变化，依然在中国科技
馆。后者则有两个，分别设置在西藏拉萨
和新疆乌鲁木齐。

地面分课堂的设置和调整变化无疑扩
大了“天宫课堂”的覆盖面，让更多地方
包括特别行政区的学生获得与航天员老师
直接交流互动的机会，特别是直接向他们
提出自己关心的科学问题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天宫课堂”在努力扩
大地面课堂覆盖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无
限宽广的网络世界，关注并回应广大网友
提出的问题。比如，在第三次授课时，航
天员在回答地面课堂学生的提问之前，首
先回答了网友提出的两个问题，这将进一
步激发网友们探求科学知识的热情。

2013年6月20日，神舟
十号载人飞船的航天员王亚
平在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
内，在聂海胜、张晓光协助
下进行我国首次太空授课，
此次太空授课历时50分钟。

由于神舟天宫组合体
运行在距离地面大约340公
里的高度，一个多小时就
能绕地球一圈。从上课开
始到结束，这期间神舟天
宫组合体已经围绕地球飞

行了半圈多。
“天宫课堂”首秀的课

程非常丰富，包括太空质量
测量、太空单摆实验、太空
陀螺实验、太空制作水膜实
验、太空制作水球实验。
全国 6000 多万中小学生观
看了央视的授课直播，产生
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些
实验有助于青少年在天地
环 境 的 差 异 中 加 深 对 质
量、重量、牛顿定律等基

本物理概念的理解。
即将完成建设、在轨

运营 10 年以上的中国空间
站，必将构建起更加广阔
的科学教育平台。

今天，当普通民众相
约拍摄于头顶夜空掠过的
中国空间站，当越来越多
的青少年把科学和空间探
索 相 关 职 业 作 为 人 生 理
想，中国发展航天的意义
早已超越航天工程本身。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3月23日下午，第三次“天
宫课堂”如约举行，在约400公里高的环地球轨道上，神舟十三号乘组指
令长翟志刚和航天员王亚平、叶光富携手开讲，在近1个小时的授课过
程中，不仅现场演示了丰富多彩的科学实验，而且以天地连线的方式回
答了地面课堂的学生提出的问题。通过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台多个频道
和数个新媒体平台，此次“天宫课堂”向全球同步直播。

“天宫课堂”始于2013年6月20日。彼时，神舟十号乘组成员、航
天员王亚平在航天员聂海胜和张晓光的配合下，在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进
行了中国首次太空授课，为全国6000多万中小学生演示了失重环境下独特
的物理现象，并进行了天地互动交流。从此之后，“天宫课堂”开始成为中
国开展科学知识普及的一大知名国家品牌。随着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中
国天宫空间站进入在轨建造阶段，“天宫课堂”变得活跃起来，接连于2021
年12月和近日两度开课，神舟十三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华丽转身为循循善
诱的科学课教师，在九天之上向全球观众演示了一批精心设计的科学实验
并揭示背后的科学道理，激发了世界各国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朋友探求
科学规律、探索宇宙奥秘的热情。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科普事业也迈上前
所有的新高度。

2021 年 12 月 9 日，神
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变身

“太空教师”在中国空间站
精彩开讲.。

这堂课的讲授者依然有
王亚平老师，但不同的是，
这堂课的讲台更大了——在
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内，

未来还将拥有“问天”“梦
天”两个实验舱；课程表的
内容更丰富了，包括：在轨
生活工作场景展示、太空细
胞学研究实验展示、太空转
身、浮力消失实验、水膜张
力实验、水球光学实验、泡
腾片实验等。

在本次“天宫课堂”问

答环节，3名航天员与学生
们进行了交流。本次太空授
课活动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
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
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
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
分课堂。全国各地的学生通
过 各 类 终 端 观 看 直 播 授
课，学习科技知识。

中国“天宫课堂”首秀

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

3月23日，航天员王亚平 （女） 在空间站核心舱演示太空液桥实验。
央视视频截图央视视频截图

3月23日，航天员王亚平 （女） 与叶光富在演示太空抛物实验。
央视视频截图央视视频截图

3月23日，航天员王亚平（女）与叶光富在演示太空水油分离实验。
央视视频截图央视视频截图

3月23日，位于“天宫课堂”西藏拉萨地面
分课堂的学生向航天员老师提问。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在遥远的太空收到您
的来信，我和我的同事感到
很高兴，谢谢您对我们的关
心和祝愿，对您为世界载人
航天和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
表示敬佩和敬意。”这是中
国首位“太空教师”王亚平
给美国航天员、世界首位

“太空教师”芭芭拉·摩根女
士回信中的一句话。

王亚平的这封信落款时
间是 2013 年 6 月 20 日，也
就是她在“天宫一号”进行
中国首次太空授课那一天。
她在信中兴奋地告诉摩根，
她和同伴刚刚顺利完成了太
空授课活动，与亿万中国学
生一起分享了太空的神奇和
美妙，收获了知识和快乐，
她希望摩根和世界各地的教
师、学生看到后能够喜欢。
此外，王亚平还对摩根说，
自己会按照她来信中的“记
得花些时间望向窗外”的叮
嘱，飞行期间，她经常会通
过舷窗遥望我们美丽的家
园。“太空寄托着人类美好
的向往，知识是走向太空的
阶梯。我们愿与您一道为开
启全世界青少年朋友热爱科
学、探索宇宙的梦想共同努
力。”王亚平在信的最后说。

芭芭拉·摩根于 1951 年
11月出生于美国加州。1985
年，她以教师身份和另外一
位女教师克丽斯塔·麦考利
夫被选中参与“教师在太
空”计划。经过培训后，麦
考利夫被选入“挑战者”号
航天飞机机组，摩根作为候
补 。 1986 年 1 月 ，“ 挑 战
者”号升空后爆炸，包括麦
考利夫在内的机组乘员全部
遇难。

1998年，摩根被转为“职业宇航员”。2007
年8月8日，摩根与同伴搭乘“奋进”号航天飞
机飞往国际空间站。在那次太空任务中，她除负
责操纵航天飞机和空间站机械臂等专业任务外，
还开设了“太空课堂”，与地面上的学生“天地连
线”，通过视频向学生展示了在太空运动、喝水等
情景。摩根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太空教师”。

摩根热情关注中国航天的发展。2013年6月
13 日，她通过记者致信即将执行神舟十号任务
并在“天宫”上授课的中国女航天员王亚平，提
醒她记得遥望地球，代表全球师生向她表达美好
祝愿。

33 月月 2323 日日，，““天宫课堂天宫课堂””再次开课再次开课。。图为图为
地面主课堂现场地面主课堂现场。。 央视视频截图央视视频截图

“天宫课堂”：中国科普新高度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天宫课堂”：中国科普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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