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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太空授课全记录  

 

天上一堂神奇课 人间无数好奇心 

【浏览字体： 大 中 小】 2013-06-21 来源： 《中国教育报》 

 

  本报北京6月20日讯(记者 张东)“铃铃铃……”上午10点04分，中国首次太空授课伴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

拉开序幕。 

  今天，中国首次将中学物理课的讲台搬上了太空，形成天宫一号与教学课堂的有效对接，实现了宇航员

“老师”与全国学生的实验互动，让茁壮成长中的中小学生感受科学的魅力，了解太空的奥秘。 

  航天员“高难度”表演开场 

  “大家好，我是王亚平，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上午10时11分，距离地面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实验舱内

的画面信号传进地面课堂，全场师生的掌声热烈响起，中国首次太空授课的“老师”王亚平和神舟十号的指令

长聂海胜、航天员张晓光向全国师生挥手问好。 

  “失重，是太空环境中最独特的现象。”王亚平邀请聂海胜客串表演高难度动作。聂海胜盘腿坐起，给同

学们展示“悬空打坐”。随后，王亚平伸出食指，用她的“大力神功”使聂海胜颠倒翻转。顿时，笑声和掌声

充斥着天地课堂。 

  地面上测物体质量的方法在太空中还好用吗? 

  有趣的失重表演后，王亚平向同学们抛出第一个问题，“在生活中，你们怎样测量物体的质量?” 

  现场学生将手臂高高举起，都希望与航天员“老师”交流自己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天平来测物体的质量。” 

  “在家时，我用电子秤测量自己的体重。如果要测大物体的时候，可以用‘曹冲称象’这种办法。” 

  听到“曹冲称象”4个字时，王亚平认真的表情化成了笑容，对同学们利用动量守恒定律、弹簧测力计测量

的回答也频频点头。 

  这时，王亚平又问同学们：“在地面上的测量物体质量的方法在太空中还好用吗?” 

 

 

 



  聂海胜将装有两根弹簧的物理实验教具交给了王亚平，“摄像师”张晓光将镜头慢慢推近教具。与此同

时，地面课堂教师也展示着同样的教具。 

  对比之下，王亚平的教具中两个质量不同的物体却停留在统一水平线，无法显示出两个物体质量的差别。 

  “那么在太空中，我们航天员想要知道自己胖了还是瘦了该怎么办呢?”通过这个物理对比小实验，王亚平

开始向同学们介绍太空中测量物体质量的装置——质量测量仪(图一)。为了让同学们更加清楚质量测量仪的工

作原理，指令长聂海胜亲自演示了这个装置测量体重的全过程。 

  关于质量测量仪的原理，王亚平也做出了解释：“其实就是我们学过的牛顿第二定律，物理受到的力等于

它的质量乘以加速度。如果我们想办法测出力和加速度，就可以算出物体的质量了。” 

  对太空舱装置的演示和讲解，让同学们恍然大悟：物理课本上的牛顿第二定律也可以这么应用。 

  物体在太空中如何运动? 

  单摆的小球在太空中如何运动?王亚平为学生们展示另一个太空实验。 

  她的手指轻轻松开，小球却飘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王亚平说：“因为在太空中，小球处于失重状态，没

有了回复力，所以不能像在地面上一样做往复摆动。” 

  “如果推小球一下，它会怎么运动呢?”又一个问题被王亚平提出。 

  学生们一边思考，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观察王亚平的操作。被轻轻一推，小球绕着摆轴神奇地转

动了起来，不停地进行圆周运动(图二)。 

  正在学生们思考原因的时候，王亚平开始解释：“这是因为小球处于失重状态，即使给小球一个很小的初

速度，它也能绕摆轴做圆周运动。但在地面上，它需要足够大的初速度才能实现。” 

  “你在太空飘浮的过程中，是否能感知到上和下的方位感呢?”两个实验环节结束后，现场的学生向太空中

的“老师”提出了自己好奇的问题。 

  这时，王亚平用“杂技”表演进行解释。在指令长聂海胜的帮助下，王亚平的身体在空中两次翻转90度，

并告诉大家她的方位感——总是头顶为上，脚底为下。 

  “我们在太空中是感觉不到上和下的。”王亚平说，“但是在‘天宫’中为了方便工作和生活，我们人为

定义了上和下，将朝地球的一面设为下方，铺设了地板。” 

  陀螺的定轴性原理为中学生熟知，也被广泛应用于科技设备中，利用陀螺组合定向。王亚平说：“我们居

住的‘天宫’就安装了很多利用定轴性原理制作的仪器，用于测量航天器的姿态。”旋转的陀螺在空中飘浮运

动，即使受到作用力，轴向也不改变(图三)。 

  水滴在太空中是什么形状? 



  “如果诗人李白在‘天宫’中生活，就写不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诗句了。”王亚平一边讲解，一边展

示太空中使用的饮水袋，“在太空失重状态下，水不会自己流出。” 

  随着王亚平轻轻挤压饮水袋，水滴停留在空中，并越变越大，晶莹剔透，静静地停留在她的指尖上。 

  接下来，王亚平将圆形的金属圈伸进水袋，当金属圈抽出时，在它内部形成了一层厚厚的水膜(图四)。她

轻轻晃动，金属圈上的水膜也不会破裂。 

  “这在地面上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有重力的影响，水膜一出水就容易破裂。”王亚平说，“但太空中水处

于失重状态，水的表面张力就能大显神威。” 

  “我们在失重状态下，见到了很多地球上看不到的现象，同学们想看吗?”王亚平的话音刚落，学生异口同

声地回答：“想!” 

  这时，王亚平往水膜上慢慢加水，水膜将空中的水珠一滴一滴吸收进去，不断变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晶莹

剔透的大水球(图五)。 

  她将水球放在自己的正前方。看到“老师”的头像倒影出现在水球表面，现场的学生不断鼓掌，连连惊

叹。 

  在水球中注入气体，两个大气泡在水球中独立飘浮;在水球中注入红色液体，红色慢慢散开，将透明的水球

变成红色。 

  在学生们的掌声中，王亚平说：“太空中有许多奇特的物理现象，利用太空的独特资源，一方面我们可以

开展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为应用服务。通过对比太空中的差异，改变地面的生产工艺。” 

  太空中的奥秘还有多少? 

  “太空中的水是从地面带上去的吗?还是再生的?以后还会被回收起来再利用吗?”在提问环节，学生们热情

高涨，其中一位同学问及当前大家最关心的水资源问题。 

  “我们在‘天宫’使用的水都是从地面带来的。”聂海胜说，在太空中，资源的循环利用是非常重要和有

价值的，这需要有先进的技术和复杂的设备。我国的空间站将采用先进的资源再生和循环利用技术，在天宫一

号里，我们也进行了关键技术的相关实验，将努力把空间站建设成高效、节约的空间站。 

  热爱航天的同学平时对太空垃圾有些了解。在太空授课现场，有一名同学问到这个问题：“看到太空垃圾

了吗?天宫一号是否有防护措施呢?” 

  王亚平微笑着回答说：“这几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太空垃圾，但太空垃圾是确实存在的。虽然它与航天器相

撞的几率很小，但是数量却不少。而且，一旦与航天器相撞后果将不堪设想。”她还告诉同学们，神舟十号在

发射前，已经对太空垃圾进行了预警分析，以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失重环境对身体健康不利。一位男同学关切地问航天员“老师”，在太空中有哪些应对措施?“失重，会造

成心血管失常、骨质疏松等问题。”聂海胜说，“我们利用体育锻炼、药物和体液重新分布等方法进行防



护。”他还向同学们展示了带到太空中的运动设备。 

  同学们对太空充满了奇妙的想象，问题也多种多样。“你们看到星星会闪烁吗?能看到UFO吗?”在一个同学

提问下，王亚平为大家描述着从太空中看到的景象，“我们能看到美丽的地球，能看到星辰，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UFO。” 

  王亚平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我们处于大气层之外，没有大气层干扰，所以我们看到的星星格外明亮，但

是星星不会闪烁。同样，由于没有大气对光的散射作用，我们看到的天空不是蓝色的，而是深邃的黑色。另

外，我们每天可以看到16次日出，每90分钟就可以绕地球一圈。” 

  航天员愿同学们为中国梦添彩 

  渐渐接近11点，太空授课进入尾声，但同学们与航天员们的互动还意犹未尽。这时，3位航天员又一次共同

在镜头前出现。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依次为全国学生送上寄语，“愿同学们刻苦学习，增长知识，为中国

梦添彩!”“深邃太空，奥秘无穷，探索无止境，让我们共同努力!”“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 

  科学梦，中国梦。我国首次太空授课让全国的中小学生接近太空、感知科学魅力，也帮助同学们坚定科学

探索的信心和决心。 

  “平时我对物理就很感兴趣，希望以后能够投身科研。”授课结束后，北京十二中钱学森航天试验班高一

学生宋欣珂激动地说，“航天员展示的失重状态下的水球实验非常精彩，我打算去查阅一些水的表面张力的相

关资料。同时，航天员们科学研究的执着精神也很令我敬佩，要向他们学习。” 

【打 印】 【关 闭】   （责任编辑：于晓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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