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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平表示王亚平表示，，太空授课开创了我太空授课开创了我

们国家科普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新们国家科普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新

模式和新方法模式和新方法，，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是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是

世界上受众最广世界上受众最广，，规模最大的规模最大的，，授课授课

时间最长的一次科普教育直播活动时间最长的一次科普教育直播活动。。

““有很多孩子因此喜欢上了航有很多孩子因此喜欢上了航

天天，，也有孩子因此报考了航天专业也有孩子因此报考了航天专业，，

甚至有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同甚至有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同

事事，，这也是让我非常骄傲和自豪的地这也是让我非常骄傲和自豪的地

方方。。””有一细节让王亚平特别感动有一细节让王亚平特别感动，，

““当年在太空授课时当年在太空授课时，，那些没有出生那些没有出生

的孩子的孩子，，现在他们还在翻看着当年太现在他们还在翻看着当年太

空授课的视频空授课的视频，，还在问我说还在问我说，，王老师王老师

什么时候您能再次上太空给我们再什么时候您能再次上太空给我们再

讲一堂太空授课讲一堂太空授课??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

一直在激励着我能够再次飞上太空一直在激励着我能够再次飞上太空，，

所以我想这次空间站任务时间更长所以我想这次空间站任务时间更长，，

空间更大空间更大，，一定也会带着孩子们再次一定也会带着孩子们再次

去做一些有关科普教育的事情去做一些有关科普教育的事情。。””

对于空间站阶段的第一次太空对于空间站阶段的第一次太空

授课任务授课任务，，重回重回““太空教师太空教师””岗位的王岗位的王

亚平亚平，，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王亚平表示王亚平表示，，““我们的空间站也我们的空间站也

是我们祖国新时代航天事业的一个是我们祖国新时代航天事业的一个

杰出作品杰出作品，，是飞行在太空轨道的我们是飞行在太空轨道的我们

的国家实验室的国家实验室，，所以我也期待着在我所以我也期待着在我

们中国的空间站上能有更多的中国们中国的空间站上能有更多的中国

发现发现，，有更多有趣的人类探索有更多有趣的人类探索，，也能也能

书写更辉煌的中国故事书写更辉煌的中国故事，，我也期待着我也期待着

我们的空间站任务能因我更精彩我们的空间站任务能因我更精彩。。””

“天宫课堂”
实验大揭秘
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

12月9日，中国空间站阶段的首次太空授课
以天地互动的方式，在中国空间站和设在中国科
技馆的地面主课堂，以及设在广西南宁、四川汶
川、香港、澳门的地面分课堂同步进行。神舟十三
号乘组三名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演示了
失重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
等现象，共进行了8项太空授课项目。

天宫课堂的首次开课为何选择这些项目作为
授课内容？每一项实验背后又蕴含着什么知识
点？参与了此次太空授课“备课”过程的科普专家
为大家解答。

在9日进行的太空授课中，三位航天员首先为大

家展示了在太空中转身的神奇现象。这个原本在地面

上难度系数为零的普通动作，在太空中却隐藏着很高

的物理知识。

中国科技馆科普讲师团副团长陈征告诉记者，太

空转身实验的核心关键词叫做角动量。角动量是描述

物体转动的物理量。这个试验所展现的是在微重力的

环境中，航天员在不接触空间站的情况下，类似于理想

状态下验证“没有外力矩，物体会处于角动量守恒”。

航天员上半身向左转动时，按照角动量守衡的原则，下

半身就会向右转。

另一个动作是航天员伸展身体的时候，因为质量

分布得离旋转轴比较远，转动惯性比较大，所以角速度

就减慢，通俗地说就是转得慢了。而当把四肢收回时，

转动惯性小，角速度就会增加，直观感受就是转动速度

变快了。

知识点：角动量

太空转身

浮力消失实验

航天员叶光富所展示的太空水球光学实验，则同

时展现了三个物理原理。

陈征介绍称，当航天员往水球中打入一个气泡，因

为在太空中浮力已经消失了，所以气泡不会向上飘，而

是老老实实待在水球中，水球因此被气泡变为了两部

分，中间是空气，气泡周围是水。这个时候整个水球就

变成了两个透镜，外圈成为了一个凸透镜，所以呈现出

一个倒立的像，内圈相当于变成了两个凹透镜的组合，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正立的像。因此可以在水球中

同时看到一正一倒的两个像。

这项实验其实体现了三个物理现象，首先就是在

失重环境下，水滴会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收缩成一个

接近完美球体的水球，而在地面上，因为受重力影响，

水滴呈现为水滴形，几乎不可能获得一个完美的水

球。其次，就是这个水球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凸透镜，如

果你站在这个凸透镜的两倍焦距以外，就看到的就是

一个倒立的实像。最后，就是在水球中打入一个气泡，

因为太空中浮力消失，这个气泡不会飘出来，它就老老

实实的待在里边。

这个实验在地面上其实可以通过玻璃去模拟，但

是肯定没有水球呈现的效果好。

知识点：凸透镜成像原理

水球光学实验

泡腾片实验
知识点：微重力环境

航天员所进行的泡腾片实验，是本次太空授课中

的一项趣味性实验。

陈征介绍，在地面环境中，将泡腾片扔进水球里，

就能看到气泡上浮，可在中国空间站的失重环境中，因

为浮力的消失，泡腾片扔进水中的产生的气泡不再上

浮，而是相互挤压，最后就会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样

子，这个水球也会被气泡撑得更大，就能看到水球一点

点膨胀的效果。

因为空间站和地面最大的不同就是空间站是微

重力环境，但是微重力环境对常人而言只是一个名词，

通过这些实验大家就能够知道微重力环境下，许多物

理现象和地面环境有所不同了。

在很多科幻电影中都曾出现过这样的镜头：一旦

重力消失，浮力也就没了，人们在游泳的时候都会变得

更艰难。太空老师王亚平所开展的浮力消失实验，展

现的就是这一现象。

陈征告诉记者，这项实验所展现的是浮力和重力

伴生的现象。浮力来源于重力引起的液体在不同深度

的压强差。当重力消失时，液体内部压强相同，浮力也

就消失了。不过地球表面难以让浮力消失，这个试验

很难直观地展示出来。在空间站的微重力条件下，浮

力和重力之间的伴生关系就可以非常清楚地显现。

知识点：浮力与重力伴生

为什么选这些实验？
会成为考点吗？

这场“太空级”名师授课、零延时

的空中课堂是如何将内容从空间站

传回地球的呢？这离不开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简称“中

电十所”）的智慧力量——中继卫星

“天链一号03星”高速数传终端。

为了时刻知道航天器飞到哪儿、

状态如何，可以给航天器通信、发出

指令，我国搭建了一张航天测控网。

作为载人航天工程中的关键系统之

一，测控系统的任务是完成对运载火

箭、载人飞船的测控管理，也像一根

“风筝线”，连接航天器与地面之间的

通信。航天员进行天地话音通信、在

空间站内上网冲浪，还有大量科学数

据的传输，都靠这张网来实现。

由于地球曲率的影响，以无线电

微波传播为基础的测控系统，用一个

地点的地面站不可能实现对运载火

箭，航天器进行全航程观测，需要用

分布在不同地点的多个“千里眼”接

力、护送、连接才能完成测控任务。

这其中，既有佳木斯66米深空

测控站、喀什35米测控站等地面上

的“千里眼”，也有“远望”号远洋测量

船这样的海基测控站，更有在距离地

球3.6万公里远的静止轨道上运行

的天链中继卫星。控制中心、测控

站、测量船、天链卫星，它们共同组成

了测控网。

此次在“天宫课堂”中担当信号

传输大任的就是天链系列卫星。它

们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技术实验

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

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遥感、

测绘、气象等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

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

支持。

授课内容如何从空间站传回地球呢？

太空授课有何意义?

延
伸
阅
读陈征表示，这一次太空授课之所

以选择这几项物理实验，是基于多方

面的考虑，首先是从安全的角度而言，

太空授课所开展的试验一定是要在保

障中国空间站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进行

的，因为中国空间站是一个全新的空

间站，航天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

所以太空授课的试验首先一定是确保

安全，这是压倒一切的准则。

其次是从教学的角度而言，天上

和地下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需要挑

选一些能够看出明显的天地差异的

试验项目，这样才能让大家直观能够

感受到空间站太空环境和地面环境

的不同。

最后是希望太空授课的实验内

容和过程不会对航天员造成过重的

负担。因为航天员在空间站的工作

非常繁忙，工作量非常大，太空授课

的内容，操作不应太复杂，应该尽量

简便，能快速展现效果，不能消耗过

长的时间，更不能加大航天员的工作

压力。

在太空授课

之后，三位航天员授

课的内容是否有望成为未

来考试的重大考点，也引起诸

多遐想。对此，陈征表示，并不希

望去进行这样的延伸。航天员的太

空授课内容，对孩子而言是一种启

发，就是希望用实验的方式，用天地

互动的方式，去激发孩子们的好奇

心，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这也是这

次太空授课很重要的作用。

“它并不是单纯的灌输知识，在

看完这些实验的内容后还可以让孩

子们自己再去探索还会发生什么，让

孩子们在地面上去尝试更多可能的

方案。让孩子们去了解这背后更深

层次的东西。天宫课堂是一个主课

堂，地面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子课堂，

这些子课堂还可以去延展这些内容，

就会取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效果，我

特别喜欢这样一个形式。”陈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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