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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奇妙的太空实验令人意犹未尽，航
天员老师专门为地面课堂的同学们留下
了课间讨论时间。

人大附中高二年级学生司紫硕提
问，“那些水是从地面上带到天宫一号去
的吗？生活用水可以循环使用吗？”

聂海胜回答，“我们在天宫一号上使
用的水都是从地面带来的。在太空中实
现资源循环利用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
的，但这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复杂的设
备，短期飞行采用一次性用水更为经
济。我国未来的空间站将采用先进的循
环利用技术。”

潞河中学高一年级学生韩苏阳问，
“你们在太空中采取哪些措施对抗失重对

人体的不利影响？”
聂海胜回答，“失重会造成人体心血

管失调、骨丢失和肌肉萎缩。我们采取
体育锻炼、药物和改变体液分布等方法
来防护。”

史家小学四年级的邱甜同学提问，
“您在天上看到的窗外景色与地面有什么
不同？星星会闪烁吗？能看到 UFO吗？”

王 亚 平 笑 着 一 一 作 答 ，“ 透 过 舷
窗，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地球，也可
以看到日月星辰，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过 UFO。由于我们处在大气层外，看
到 的 星 星 格 外 明 亮 ， 但 是 不 会 闪 烁 。
我们看到的太空不是蓝色的，而是深
邃的黑色。”

⋯⋯
不 知 不 觉 中 ， 时 钟 指 向 10： 50，

到了航天员和地面课堂的同学们说再见
的时间。3 名航天员各送出一句太空寄
语——

聂海胜说聂海胜说，“，“愿同学们刻苦学习愿同学们刻苦学习，，增增
长知识长知识，，为为‘‘中国梦中国梦’’添彩添彩！”！”

张晓光说张晓光说，“，“深邃太空深邃太空，，奥秘无穷奥秘无穷，，
探索无止境探索无止境，，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我们共同努力！”！”

王亚平说王亚平说，“，“飞天梦永不失重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科学
梦张力无限梦张力无限！”！”

中国航天员的这场太空课中国航天员的这场太空课，，在千千在千千
万万青少年的心中万万青少年的心中，，播撒下了爱太空播撒下了爱太空、、
爱科学爱科学、、爱探索的种子爱探索的种子。。

期待这些种子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期待这些种子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

飞天梦永不失重
科学梦张力无限

——记中国首次航天员太空授课活动
本报记者 佘惠敏

“ 好 想

被王老师点名

说，你到讲台上来

做一下这道题。那样我

就能上太空了。”

“当心题没做对，被轰出门

外罚站！那样你就没氧气了。”

这是6月20日上午的太空授课开讲

前，两位同学的俏皮对话。

他们说的是中国最高的讲台——在远离地

面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神舟十号航天员聂海

胜、张晓光、王亚平将为全国青少年带来一堂神

奇的太空课。

他们进的是中国最大的课堂——神州大地

上，8万多所中学的数千万名师生、数以亿计的

成年观众，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直播，共听航天

员太空授课，一同观赏奇妙的太空世界。

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中学的太空授课地面课堂，与300余名中小学

生一起，现场聆听航天员老师讲课。

6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许，太空课的
两位地面老师——北京市 101 中学物
理教师史艺和人大附中物理教师宓奇
登上讲台。开场白后，现场播放了一段
电 视 短 片《航 天 员 在 太 空 的 衣 食 住
行》。大屏幕上，神舟十号航天员像鱼
儿一样自由游弋，同学们一边看一边发
出阵阵低语和清脆的笑声。

10 时 11 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报告，已建立与航天员的双向通信
链路。神舟十号航天员的身影清晰呈
现在大屏幕上，他们面带微笑向地面
课堂的同学们挥手致意。

“我是王亚平，本次授课由我来主
讲。”航天员王亚平轻点脚尖，向天宫一
号舱内摄像机镜头缓缓飞来。为了备好
课，这位“主讲”可没少下功夫，不仅精
心准备了授课内容，向专业教师虚心请

教讲课技巧，还对个人形象进行了精心
设计——扎起了秀气的马尾辫。但在失
重环境下，精心梳理的马尾辫变成了蓬
松的“毽子”，惹得同学们笑作一团。

“大家好！我是聂海胜，担任本次
飞行任务的指令长。”指令长的工作是

“助教”，负责配合“主讲”管理教具，维
护课堂秩序。由于天宫一号是精密的
飞行器，航天员们的授课活动必须小心

进行，既不能动作幅度太大干扰到正常
飞行，还要当心漂浮的实验器材、液滴
影响到航天器安全。

“大家好！我是张晓光，本次太空
授课任务，我担任摄像师。”在失重环境
下，保持自身平衡并不容易。张晓光要
先用束缚带把自己固定在舱壁上，再用
手持摄像机保持长时间稳定拍摄，才能
把太空授课的精彩图像传回地面课堂。

3 位航天员老师“站”稳后，先给同学们
露了几手“功夫”——聂海胜双腿一盘，就

“悬空打坐”起来；王亚平则表演了“大力神
功”，她用一根手指轻轻一推，正在打坐的
聂海胜就滴溜溜飞到后边去了。

在地面上，人们一般用天平、台秤、托
盘秤、杆秤等测量物体受到的重力，从而计

算物体的质量。失重环境下怎样测质量呢？
航天员老师从天宫一号的舱壁上打开

一个支架形状的装置，航天员聂海胜把自
己固定在支架一端，王亚平轻轻拉开支架，
一放手，支架便在弹簧的作用下回复原
位。装置上的 LED 屏上显示出数字：74.0，
这表示聂海胜的实测质量是 74千克。

王亚平解释道，天宫一号中的质量测
量仪，应用的物理学原理是牛顿第二运动
定律：F（力）=m（质量）×a（加速度）。质量
测量仪上的弹簧能够产生一个恒定的力 F，
同时用光栅测速装置测量出支架复位的速
度 v 和时间 t，计算出加速度（a=v／t），就
能够计算出物体的质量（m=F／a）。

演示完质量测量，航天员们又取出一
个物理课上常见的实验装置——单摆。

T 型支架上，用细绳拴着一颗明黄色
的小钢球。王亚平把小球轻轻拉升到一定
位置放手，小球并没有出现地面上常见的
往复摆动，而是停在了半空中。王亚平用
手指沿切线方向轻推小球，奇妙的现象出

现了，小球开始绕着 T 型支架的轴心做圆
周运动——而在地面对比试验中，需要施
加足够的力，给小球一个较大的初速度，才
能使它绕轴旋转。

太空实验趣味无穷，地面课堂的学生
们也不失时机地向航天员提问。人大附中
早培班学生徐海博举手提问，“航天员老

师，您在太空中有没有上下方位感？”
王亚平笑盈盈地解释说，“在太空中，

我们自身的感觉是无所谓上下。不过为了
便于工作生活，我们为天宫一号人为定义
了上和下，把朝向地球的一侧定义为下。”
镜头显示，天宫一号“下方”还有他们专门
铺设的地板。

物理学原理告诉我们，高速旋转的陀
螺具有很好的定轴特性。在太空失重环境
下，这一特性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来。

王亚平取出一个红黄相间的陀螺，把
它静止悬放在空中。用手轻推陀螺顶部，
陀螺翻滚着飞向远处。紧接着王亚平取出

一个一模一样的陀螺，让它先旋转起来，悬
浮在半空中，再用手轻轻一推，旋转的陀螺
不再翻滚，而是保持着固定的轴向，向前飞
去。然后，她让两个陀螺同时运动进行对
比，静止陀螺翻滚向前，旋转陀螺维持轴向
向前，陀螺的定轴性原理在这样的对比中

表现得更加鲜明了。
王亚平介绍说，高速旋转陀螺的定轴

特性在航天领域用途广泛。在天宫一号目
标飞行器上，就装有各式各样的陀螺定向
仪，正是有了它们，才能精准地测量航天器
的飞行姿态。

在地面上，液体表面张力难以抗衡地
球引力的影响，在太空失重环境下，液体的
表面张力特性便凸显出来。

王亚平拿起一个航天员饮用水袋，打
开止水夹，水并没有倾泻而出。轻挤水
袋，在饮水管端口形成了一颗晶莹剔透的
水珠，略微抖动水袋，水珠便悬浮在半空

中。为了避免水珠到处乱飞影响设备安
全，王亚平张开嘴，轻轻吞下这颗水珠。
她笑着说，“如果诗仙李白在天宫里生
活，大概就写不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
名句了，因为失重环境下水不可能飞流直
下。”

随后，她把一个金属圈插入装满饮用

水的自封袋中，慢慢抽出金属圈，便形成
了一个漂亮的水膜。轻轻晃动金属圈，水
膜也不会破裂，只是偶尔会甩出几颗小水
滴。接着，王亚平又往水膜表面贴上了一
片画有中国结图案的塑料片，水膜依然完
好。这些在地面难得一见的奇特景象，引
起了地面课堂同学们的连声惊叹。

“还想看更神奇的吗？”太空授课的王
亚平问屏幕前的同学们。

“想！”现场学生给出了响亮的答案。
于是，接下来他们看到，普通的饮用水

还能变成更加神奇的“魔法水球”。
王亚平把上一个水膜用吸水纸吸干，

又用金属圈重新做了一个水膜，然后用饮
水袋慢慢地向水膜上注水，渐渐地水膜变
成了一个亮晶晶的大水球，水球中间还有
一串珍珠般的小气泡。航天员取出一支注
射器抽出水球中的气泡，试验继续进行。

王亚平用注射器向水球内注入空气，

在水球内产生了两个标准的球形气泡，气
泡在水球中晃晃悠悠，既没有被挤出水球，
也没有融合到一起，水球也没有爆裂。

紧接着王亚平又用注射器把少许红色
液体注入水球，红色液体慢慢扩散，晶莹透
亮的水球变成了美丽的粉红色。

播 下 科 学 探 索 的 种 子

太空质量测量——

失重环境下是否会失去质量？实验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太空单摆运动——

悬垂的小球是静止还是摇摆？

太空单摆运动——

悬垂的小球是静止还是摇摆？实验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太空陀螺运动——

旋转的陀螺为什么不会倒下？实验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实验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太空制作水膜——

天宫里有没有飞流直下的瀑布？

太空制作水膜——

天宫里有没有飞流直下的瀑布？实验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太空制作水球——

液体表面张力变出什么“魔法”？实验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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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一，航天事业发展成就可以这样直观表现。

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在央视对“神十”发射的直播

中，屏幕右上角有时会出现“天链”字眼，这是表示当时的

视频信号来自“天链一号”数据中继卫星的转发。神舟天

宫组合体运行在距离地面大约 340 公里的高度，属于近

地轨道航天器，绕地球运行一圈的时间约为 90 分钟。一

场 40 多分钟的太空授课，意味着从上课开始到结束，神

舟天宫组合体已经围绕地球飞行了半圈多。以这样直观

的表现，展示出我国卫星跟踪与数据中继传输系统的超

强能力。

启示二，团结协作的事情可以做得尽善尽美。

今天的太空授课，是中国第一次，世界第二次。2007

年的那一次太空授课，美国女教师摩根是介绍和演示太

空生活，而我国女航天员王亚平的太空授课内容是介绍

和演示物理概念，科技含量较高。航天员出身的王亚平，

客串起教师来也有模有样，十分专业，现场表现堪称完

美。这不仅是她个人的努力成果，整个课程设置和实验

安排也凝聚着我国科普、教育、传媒、科技等多个领域精

英的智慧结晶。

启示三，科学教育的工作可以做得妙趣横生。

太空授课吸引的不仅是数千万中小学生，还有许许

多多成年人。很多成年人看完太空授课后说，当年学这

些物理知识时，枯燥的课本上缺的就是这些能让人萌发

兴趣的科普方式。航天这项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需要

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一场太空授课，让更多人热爱航

天、投身航天，这是最有效的科普教育。

举重若轻的太空授课，不仅展现了我国的科技实力，

展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幽默，更播下了探索未来的火

种。它意味着我们在太空探索中进入了一个更加游刃有

余的新阶段——太空应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再次开启

新征程。在我国载人航天第一次应用性飞行——“神十”

飞行中,航天工程第一次直接为国民教育服务。

面对浩瀚的宇宙，我们都是学生。这一堂探索太空

的课程，我们才刚刚开始。

太空授课的启示
佘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