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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宫宫课课堂堂””今今日日开开讲讲

中中国国空空间间站站
首首次次太太空空授授课课
有有何何门门道道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消息，“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
月9日下午3:40开始，神舟十三号
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
富将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
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全
程现场直播。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采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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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3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
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
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
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
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传
播载人航天知识，激发广大青少
年对科学的兴趣。

“天宫课堂”即将开讲，这是
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直播。
站在400公里天外“最高”讲台授
课有何讲究？“天宫课堂”第一讲
有何特别？人们对未来的太空课
堂有哪些期待？国际宇航联空间
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杨宇光对上述
问题进行了解答。

太空授课教具
需经特殊设计

问：与地面授课相比，太空授
课有何特殊之处，空间站环境对
授课提出哪些要求？

杨宇光：太空授课最大挑战
是通畅的通信链路，要保障视频
清晰不卡顿，需要“天链”中继卫
星、空间站、地面测控站密切配
合。另外，太空授课用的辅助教
具需要通过天舟货运飞船或随神
舟飞船乘组送上空间站。尽管天
舟飞船能搭载6吨多的物资，但
大多数是航天员生活所需消耗
品、科研用品等，留给教具的空间
不多，这就需要精打细算。

天和一号核心舱容积约50
立方米，但大部分是被航天员的
科研、生活用品和空间站运行设
备所占用，因此和地面授课相比，
教具重量、体积都有限制，需经特
殊设计。

此外，太空授课必须考虑失
重环境的影响，比如必须保证教
具能在失重条件下使用等。

问：太空授课中的实验选择
有何讲究？有哪些类别的课程更
适合太空授课？

杨宇光：在课程遴选方面，天
地之间有差别的现象更适合作为
授课内容，比如微重力条件下的
物理、化学现象等。

航天员在空间站进行的研究
包括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两大
类。前者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研
究，如微重力条件下的流体流动、
物体燃烧等现象，后者包括工程
实践，如水净化系统、尿处理系统
等。事实上，“神十二”航天员乘
组刘伯明之前已经简单介绍了太
空饮用水从何而来。我认为未来
这些都可以作为教学的重要内
容，由航天员现场进行更细致深
入的演示。

“天宫课堂”可进行更充分的天地互动

问：与2013年的太
空授课相比，此次太空
授课将有何不同？安排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开展中国空间站首次太
空授课有何意义？

杨宇光：与8年前相
比，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中
国航天受到的世界关注
有了极大不同。最近有
个“全球拍天宫”的活动，
世界各地的人们争相拍
摄中国空间站过境影
像。我在很久以前就开
始拍摄天宫和国际空间
站，过去这样的活动在
国内关注度并不高，但
现在中国空间站和航天
员备受世界瞩目。通过
这次面向全球直播，相信

将获得更多关注。
第二个不同是中

国首次太空授课的社
会效益已经逐渐凸显。8
年前6000余万中小学生
收看了直播，如今有些人
已经毕业，甚至成了航天
人，亚平老师当年的教学
已经在开花结果，此次

“天宫课堂”开讲，是对过
去的延续。

另外，相比天宫一
号首次太空授课，此次
授课时的展示空间更
大，通信保障技术更加
成熟，可以进行更充分
的天地互动。

问：太空授课对中小
学生有何启蒙作用？

杨宇光：杨利伟首

次
飞

天 、王
亚平首
次 太 空
授课都极
大 提 升 了
中小学生对
宇宙探索、物
理学、数学等方
面的兴趣，这不仅对
中国航天人才梯队建设
非常重要，对推动国家
在工程、自然科学等方
面的发展也有不可估量
的作用。

问：2007年，外国宇
航员在国际空间站完成
了首次太空授课，能否介
绍一下国外太空教学的
历史？

杨宇光：首次太空授
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美
国曾推出“太空教师计
划”，并从几万份申请中遴
选出两位教师，分别是麦
考利夫和芭芭拉·摩根。
芭芭拉·摩根于2007年在
国际空间站上进行了人
类首次正规的太空授课。

为什么强调“正规”？
其实国际上简单的太空
科普活动很频繁，有利用
中继卫星实时连线的，也
有录播的，形式多样。这
样的活动在国外非常普
遍，并不仅限于航天大
国，这也足见各国对太空
教育活动的认可度和重
视度。

值得一提的是，虽
然国际上这种非正式的

太空科普活动很频繁，但
像中国这样正式的太空
授课仍然很少，所以其意
义是非常重大的。

问：未来中国系列化
开展太空科普教育活动
有何意义？

杨宇光：航天事业的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公众
的理解和支持。现在航
天活动越发成熟，尤其是
中国航天事业从早期的
技术积累和验证，到如今
已开花结果，为国民经济
发展提供助力。但也有
一部分航天活动，如载人
航天、深空探测和空间科
学等，高投入、高门槛，回
报周期较长。

对此，建立公众和航
天之间的桥梁显得格外
重要，有必要让公众了解
这些特点，理解和支持航
天事业。相比卫星等航
天器，载人航天更适合进
行航天科普教育，而中国

也将太空科普教育作为
空间站的重要职能之一，
太空授课应当说是一件
水到渠成的事情。

未来航天科普教育
活动可以从广度和深度
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教
学内容范围更广泛，不仅
限于微重力条件下的物
理化学现象，也可以介
绍太空科学研究和工程
研究；二是可以开展更
多有深度、有影响力的
活动，中国已经有学生
制作的立方星，随着航
天发射任务搭载进入太
空，未来也可以有学生
设计的空间科学实验进
入太空，比如美国的航
天飞机曾搭载中国学生
设计的科学实验项目飞
天，其中一个实验是研
究草履虫在失重环境下
的生长繁殖。

据新华社、央视新
闻、《中国青年报》

建立公众和航天之间的桥梁格外重要

2013年6月20日，我国首次太空授课开始。女航天员王亚平担任主讲，成为中国首位“太空教师”。

22001133
年年太太空空授授
课课的的主主讲讲
人人是是王王亚亚
平平，，聂聂海海胜胜
辅辅助助授授课课，，
张张晓晓光光担担
任任摄摄像像师师。。

2013年的太空课堂上，王亚平在授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