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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距离地面 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正悬浮在静谧而博
大的宇宙中，履行其作为中国人“太空家园”和“太空实验室”的神圣
使命。

从天宫一号到中国空间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始终与科普
教育紧密相连，“天宫课堂”更是成为传播太空知识、播种航天梦想的重
要平台。今后，载人航天飞行乘组将持续开展“天宫课堂”等一系列在

轨授课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朋友奉献更加丰富多彩的太空科普盛宴。
6月 28日，圆满完成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叶光富在记者见面会上，和大家交流了为期 6个月的在轨工
作生活情况。本报编辑部特别邀请中国首位进驻空间站、首位太空
行走的女航天员、“太空教师”王亚平，为我们讲述两度飞天圆梦、再
上“太空讲台”的精彩故事。

图①：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三名

航天员在太空失重条件下展示“奥运

五环”。

图②：“太空教师”王亚平演示“太

空欢乐球”实验。

图片由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

务乘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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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仿佛听到
花开的声音

我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航天员王亚平。作为“太空教师”，能够

3 次站在“太空讲台”，和大家分享科学

的 乐 趣 与 奥 秘 ，我 感 到 特 别 满 足 与 欣

喜。和同学们一起“天地连线”的短暂时

光，将成为我未来人生道路上极为珍贵

的回忆。

成 为 一 名 教 师 ，曾 是 我 儿 时 的 梦

想。记得上小学时，语文老师会给我们

讲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数学老师会把

枯燥的数字编进神奇的童话，体育老师

是学生们的最爱，因为她会带着我们在

学校操场上奔跑玩耍……

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玩着玩

着，一不小心我们就长大了。到了中学，

开始接触到深一点的知识了。老师能把

深奥的物理化学知识，深入浅出地讲给

我们听。那时候，我们仿佛能从一个简

单的钟摆定律或一个化学反应中，窥到

一点科学的奥秘，发现宇宙的美丽。

看着讲台上侃侃而谈的老师，我由

衷地羡慕，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站上

讲台，将我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学生。老师，这个神圣又美好的职业，

承担着传播思想文化的重任，在人类社

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这个“教师梦”，我一做就是十几年。

高中毕业，我有幸成为一名光荣的

空军飞行员。飞上蓝天的同时，我与梦

想中的讲台距离越来越远。后来，经过

层层选拔，我入选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毋庸置疑，能成为一名航天员飞上太空，

是令人喜悦的。不过，我也隐隐感觉自

己今生再也无缘那个“教师梦”。谁知，

命运之神再次向我招手，给予我实现梦

想的机会。

2013 年，入选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

务乘组后，我得知自己即将能在太空给

全国中小学生上一课时，我激动的心情

无法言喻。当老师，这个魂牵梦萦的梦

想终于要实现了！那一刻，我仿佛听到

花开的声音，又仿佛有轮明月照进心房，

那么清澈，那么明亮。

想象一下，上课前，同学们用稚嫩的

声音喊出“老师好”“老师辛苦啦”；上课

后，孩子们扬起天真的脸庞，一个接一个

向“王老师”提问……这些都曾是我儿时

最期待、最羡慕的画面。我内心仿佛涌

起翻滚的波涛，等待圆梦那一刻的到来。

摄像机另一端，是成
千上万双渴望知识的眼睛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许许多多的

第一次，每个第一次都意味着未知和挑

战，会或多或少给我们启迪。对于一个

从来没有站上过讲台的人，第一次当老

师的经历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太空授课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第一

次在轨开展的教育应用类任务，也是中

国载人航天史上第一次面向全国、全世

界开展科普教育活动。

使命，史无前例的光荣；责任，也史

无前例的重大。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

乘组肩负这样一个神圣的目标出发了，

我的内心充满兴奋和期待，同时又非常

忐忑。

2013 年 6 月 20 日，真正太空授课那

一天终于到来了。虽然站在天宫里的只

有我们 3 名航天员，面对的只是一个摄

像机，但是我知道，在摄像机的另一端，

有成千上万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正注视着

我。那一刻，我感觉无比神圣和自豪。

我为自己能够站在千千万万中小学生面

前而自豪！

那次太空授课非常圆满，每个实验

演示都很成功。从耳机里，我清晰地听

到同学们惊讶又开心的笑声，也听到课

堂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梦想实现的

瞬间，我觉得不管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

都值了。因为，课堂上孩子们的欢笑和

掌声是最好的回报。

第一次太空授课很快就结束了，沉浸

在课堂中的我意犹未尽，同学们也回味无

穷。我似乎听到有孩子在问：“还有吗？

还有吗？我还想看，太空太神奇了……”

“王老师”这个称呼，成为我完成神

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中最大的收获。能

够以老师的身份，在孩子们心中播种下

航天梦想，开启他们的追梦旅程，我感到

由衷的幸福和欣慰。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

限。”这句话深深地扎根在每名学生心

中。也许是对我“大力神功”的惊叹，也

许是对用牛顿定律测量质量充满好奇，

也许是被水膜实验呈现出水的无限张力

所吸引，也许是对太空里高速旋转的陀

螺着迷……第一次太空授课科普教育活

动，激发了广大中小学生对宇宙空间的向

往、对学习科技知识的热情，让他们逐渐

走近航天、了解航天，也更加热爱航天。

如今，当年那些小朋友有的已进入

大学，甚至走向社会。他们中的一些人

一直保持着对航天的热爱，有的还成长

为航天战线上的一员。

2019 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

王楠给我写了一封信。作为当年聆听太

空授课的第一届“太空班”学生，她高考

时选择了航天相关专业。她在信中说：

“或许您不知道我是谁，但您早已成为我

追梦路上向往的光。”后来，王楠研究生

毕业，成为一名航天人……王楠追光逐

梦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像她这样热爱

航天、投身航天事业的孩子还有很多。

我还要感谢世界上首位“太空教师”

巴巴拉·摩根女士。作为中国首次、世界

第二次的太空授课主讲人，开讲前夕，我

收到了她的来信。信中，她表达了对我

们的问候和祝愿，并对太空授课给予热

切的期盼和鼓励。

首次太空授课圆满成功，获得媒体

的盛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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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他们清澈的眼
神，我看到了漫天星辰

太空，不只是所有小朋友神往的地

方，也是所有航天员一直奔跑的方向。

时光飞逝，第一次太空授课已经过

去 9 年。这 9 年里，我一直热衷科普，热

爱与太空科学有关的点点滴滴。和同学

们一样，我不断学习、沉淀、积累，期待与

同学们再次相约太空课堂。

太空授课给予我的收获太多了，它

让我和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缘，让

我返回地面后仍然有机会和孩子们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从那些纯真可爱的目光

里，我感受到孩子们对太空的向往、对未

知世界的渴求；从那些五花八门的异想

天开和奇思妙想中，我发现孩子们身上

无穷的想象力。

一位教育家说过：“科学最伟大的进

步是由崭新的大胆的想象力所带来的。”

孩子们这种想象力，不正是祖国未来科

技发展的希望吗？

我常常会想，是什么让我对“太空教

师”这个称呼如此着迷？是什么让我对太

空科普无限眷恋？慢慢地，我找到了答

案：是神秘美丽的太空家园，是张力无限

的科学梦想，更是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

神。透过他们那清澈的眼神，我分明看到

美丽的太空，还有那数不过来的星辰。

入选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后，按照任务安排，我将继续为孩子们传

授太空知识。我的心情一如当年那般不

平静：

——有激动，因为自己又能以“太空

教师”的身份，和孩子们在太空相见。

——有遗憾，因为这次课上，第一堂

太空课上那些同学已经“不当孩子好多

年”，他们是否会与新的太空课堂失之交

臂呢？

——有幸运，因为这次太空授课可

以让更多孩子认识太空、了解太空，发现

科学的魅力。

——更有期待，期待这次授课能够

让更多孩子热爱航天、走近航天，让我们

相识于航天科普，也能在航天事业里彼

此遇见。

第二次走上太空讲台，我感到自己更

加自信、从容。隔着屏幕，注视着孩子们

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目光，我浑身充满了

力量。我总觉得，在这段师生缘里，我才

是最享受、受益最多的那一个——因为

这些孩子，我感觉自己还是青葱岁月里

的那个我；因为这些孩子，我感觉再苦再

累都有一股温暖的力量支撑着我；因为

这些孩子，我甚至祈望未来每一天都像

这一刻那么幸福。

再次梦圆，我做到了
更好的自己

在中国空间站的太空授课，相比之

前，有许多“硬件”和“软件”的改变。

空间站的课堂与天宫一号的课堂在

很多地方不一样：天宫一号的课堂，我只

能听到地面课堂传来的声音；空间站的

课堂，我不但可以听到地面传来的声音，

还可以看到清晰的画面。

作为“太空教师”，我也在改变。受益

于时间的沉淀、知识的积累，在崭新的太

空课堂上，我感到自己的内心更加充盈。

2021 年 12 月 9 日下午，在太空课堂

上，我和搭档叶光富展示水膜张力实验

时，用到了一朵小纸花。那朵绽放在水球

里的粉色小纸花，是我和女儿一起在地面

折的。那朵花在实验中绽放得那么绚丽，

如同我愿景中女儿瑰丽的未来。就在

2022 年 9 月，她将迎来一个人生新阶段：

成为一名小学生。我想让那朵美丽的小

花告诉女儿，未来求学路上，会有许多美

好等待她去寻找；我也想通过那朵绽放的

小花，告诉所有青少年朋友，只要播种梦

想，一定会收获希望。

科学是浪漫的，也是神奇的。科学

之美让人流连忘返，要看你能否乐在其

中。太空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展示

地球上无法看到的景象，能够揭示地球

上无法揭示的科学奥秘。比如：“点水成

冰”的水球、拉不断的液桥、分不开的水

和油等。这些看似简单的物理化学现

象，解释起来大家都明白，但想要成功演

示出来，还是要颇费一些脑筋。

比如太空冰雪实验，授课时同学们

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画面：一个小水球

悬浮在空间中，我用手中的毛根轻轻一

点，水球瞬间结冰，变成发热的“冰球”。

这是化学领域一个常见的结晶现象：常

温下，过饱和乙酸钠溶液非常不稳定，一

颗小小的灰尘，都可能诱发结晶。不过，

想要完美呈现“点水成冰”的神奇效果，

难度非常大。

也许大家不知道，这个备受欢迎、充

满神奇魔力的实验差一点半路“夭折”。

演练过程中，状况百出：一是带上去的过

饱和乙酸钠溶液很少，每次飞行任务载

荷几乎严苛到克级，我们没有太多演练

的机会；二是我们第一次在太空演示这

个实验，什么意外情况都可能出现。

为了完成“冰雪奇缘”实验，我们天

地协同，做了多个预案。可是，几次演练

实验都失败了。当大家几乎要放弃时，

我用“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执着，坚持完

成这个实验，并把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特

殊情况都做好预案。

2022 年 3月 23日下午，作为“天宫课

堂”第一个出场的太空冰雪实验，提前出

现结晶的状况，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并

没有慌乱，冷静地解决了问题，及时进行

补救。最后，我们给屏幕前成千上万中小

学生圆满呈现了“冰雪奇缘”的太空首秀。

除了展示有趣的物理化学现象，我们

还把民族传统文化和奥运精神植入其中。

扎染，是我国历史悠久的纺织染色工艺之

一。别开生面的扎染展示，让这项宝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国门，飞向太空。传

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在我们手中完美融合，

格外令人自豪。我们做出的成品很惊艳，

扎染作品蓝白相间，淡雅纯净，有一种清新

自然之美。蓝色和白色的组合也像极了我

们在太空看到地球呈现出的颜色。

在“天地共迎奥运盛会”这个环节，

我利用化学反应制作出“奥运五环”。原

料并不复杂：一块镶嵌着五环的透明板、

3种不同的无色溶液、3种酸碱指示剂，再

加上几种其他溶液。在我们操作下，蓝

色、黑色、红色、黄色、绿色，“奥运五环”

的颜色依次完美呈现。太空失重条件

下，“奥运五环”自由地飘浮起来，让我们

在中国空间站感受到浓浓的冬奥气息。

“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与我们

航天员不懈奋斗的精神气质不谋而合。

太空授课不仅形象生动地还原了课

本上的物理化学知识，还将文化、艺术、

体育等多重元素融入其间。太空授课的

成功蕴含着这样一个道理：科学知识的

力量和美的力量一直在我们身边，只要

我们有双求索的眼睛，只要我们心中对

未来充满渴望，就能发现这种力量。

就像《奔跑》这首歌里唱的那样：“随

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

闯……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

在我们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只要孜

孜求索，所盼势必皆可期，所求定会皆所

愿。科学的美，或许就在于此。

梦想延续，让我们相
约未来

2013 年 6 月 ，第 一 次“ 天 宫 课 堂 ”，

全 国 有 8 万 所 学 校 、6000 多 万 名 学 生

同 步 收 看 ；2021 年 12 月 ，中 国 空 间 站

第一次授课，不到一天时间里，全网相

关 报 道 的 点 击 量 已 经 达 到 21.1 亿 次 ，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关 注 了 我 们 的 太 空 课

堂 ；2022 年 3 月，中国空间站第二次授

课 ，仅 微 博 相 关 话 题 阅 读 量 就 超 过 10

亿 次 ，被 网 友 誉 为“ 科 普 太 空 版 ，直 播

天花板”。

太空授课后，我收到许许多多小朋

友的来信——

“王老师，是您给了我梦想，而我会

像毛毛虫一样，慢慢地爬向树的顶端。

总有一天，我会爬上去，像您一样，变成

一只蝴蝶，飞向太空，实现梦想。”

“王老师，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

也要当一名航天员，去探索美妙的太空，

做一个对人类、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们知道了，飞天不是轻轻松松

就能实现的，航天员要经过长期艰苦卓

绝、坚持不懈的训练，才能长出飞天的

翅膀……”

太空授课仿佛一场润物无声的春

雨，染绿了大地，滋润了无数孩子的眼

睛 。 太 空 授 课 又 像 一 阵 暖 暖 的 春 风 ，

温柔地吹向田野。无数绽放的蒲公英

带 着 一 朵 朵 白 色 的 小 伞 ，如 同 一 颗 颗

航天梦想的种子，随风轻盈飞舞，飞向

希 望 的 天 空 。 无 论 落 在 哪 里 ，种 子 都

会 生 根 发 芽 ，来 年 又 开 出 一 朵 朵 美 丽

的蒲公英花。

太空授课活动，在许多同学心中留

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未来一定会伴随他

们一生求索。在备课授课过程中，我也

受到一次次科学知识的洗礼。太空探索

永无止境，更多更神奇的科学知识需要

我们一起去发现。

虽然太空课堂下课的铃声已经敲

响，我也已经回到地球，但是科学知识的

传递永不休止。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

辰。所有的未知，都值得去探索。所有

的局限，都可以被超越。我期待着，万千

学子在今后学习中，立少年凌云志，做脚

踏实地人。

太空授课为同学们播种了梦想，也

为我指明了未来奋斗的方向。在载人航

天和科普教育事业里，我会竭尽所能，把

太空科普教育与航天事业融为一体，永

远做孩子们心中的“太空教师”。

当然，太空授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

和深远影响，和乘组每名航天员的努力

分不开。记得第一次太空授课后，指令

长聂海胜、摄影师张晓光和我热泪盈眶，

我们的手紧紧牵在一起。我们为能共同

圆满完成这样一个大任务而兴奋着、感

慨着、激动着。这次空间站任务中，指令

长翟志刚和航天员叶光富与我多次磨

合，配合非常默契，两次太空授课顺利完

成并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采。

我们太空课堂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离不开地面保障团队的大力支持。从课

程设置到脚本撰写，再到切磋演练，科研

保障人员付出大量心血。为完成系列太

空科普活动，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

芬付出太多心血。前期繁重的工作和大

量的沟通，让她嗓子疼得说不出话。即

便如此，她还坚持细致推敲太空授课的

每一个细节。

载人航天是一项系统工程，具体到

太空授课也是如此，必须启动集体智慧，

发挥集体力量。太空授课时长有限，但

它辐射和映照出的精神内涵是无限的。

希望更多大朋友和小朋友在今后学习和

工作中，能培养团结协作精神，充分发挥

团队力量，使每个人都受益，从而站得更

高，看得更远，走得更稳。

在后续空间站任务中，我们会通过

建设科普教育基地、征集中小学搭载实

验、航天员在轨授课、天地互动交流等多

种形式，深入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相信

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让更多人

走近航天、热爱航天。

随着中国空间站实验平台日臻完

善 ，相 信 未 来 的 太 空 课 堂 一 定 会 更 加

精彩。我们相约下一次课，不见不散！

太 空 授 课 播 种 梦 想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 王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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