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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 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12 月 9 日，中国空间

站首次太空授课面向全球

直播，中国航天员在“最

高”讲台再次带来了奇妙

的太空一课。相比 8 年前

的 神 舟 十 号 天 宫 一 号 任

务，此次天宫课堂硬件大

升级，更大更明亮。

比如，天宫一号的活

动 空 间 是 15 立 方 米 ， 中

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提供

给航天员的活动空间约 50
立方米。此次授课中，航

天员王亚平对在轨生活场

景进行了展示，除了授课

所在的工作区，航天员还

拥有独立的生活区，包括

睡眠区、卫生区、锻炼区

和就餐区，等等。

航天设计师还对空间

站照明系统进行了升级。

授课过程中，地面学

生的听课画面可实时出现

在空间站核心舱内的“太

空教室 ”，王亚平通过液

晶屏幕能够清楚地看到孩

子们的一举一动。这个大

屏幕就是仪表与照明分系

统的重要设备之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空间站系统仪表与照明

分系统主任设计师李皖玲

表示，仪表与照明分系统

是空间站系统中最具航天

员 参 与 特 点 的 分 系 统 之

一，具备人机交互功能，

能够为航天员操作空间站

提供交互及操作平台，同

时为航天员在轨期间的工

作、生活、出舱活动、交

会对接等任务提供环境照

明，其显示、手控和照明

等子系统使用的很多器件

和技术非常新颖、独特。

在授课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液晶显示屏，是集图形图像显示、流媒体及

视频播放、报警驱动、指令发送、天地文本交

互、触摸操作、多总线通讯、支持用户在轨动态

配置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新一代分布式数字化远程

终端设备，作为人机交互仪表，是航天员的“显

示器”，为航天员提供空间站的健康状态信息，

可持续为空间站运行和航天员安全保驾护航。

“大家可以看到，航天员授课时，‘太空教

室’光线充足明亮。”李皖玲说，由于空间站在

轨飞行会周期性经过地球阴影区，照明问题尤为

重要。航天员在空间站的工作、生活等活动都离

不开照明设备。

她告诉记者，照明子系统可以为空间站组合

体提供舱内、舱外照明支持，照明产品主要有情

景照明、便携照明和舱外泛光照明等。空间站照

明子系统是中国首次在空间飞行器上应用情景模

式可调照明技术，也是全球首次在大型载人航天

器内部全范围应用情景照明技术。

李 皖 玲 说， 由 于 航 天 员 长 期 在 轨 工 作 和 生

活，单一的照明模式容易造成航天员工作效率降

低、生物钟紊乱以及睡眠障碍等问题，情景照明

可以通过对色温、亮度、照明区域的可控调节，

解决上述诸多问题。

比如，照明区域可分为工作区、生活区、阅

读区、维修区等，确保了航天员工作有台灯、吃

饭有餐灯、睡眠有夜灯、读书有阅读灯、娱乐有

照明灯。此外，航天员在进行设备维修时还有专

用头灯，一旦发生危险，还有用于逃生、自救的

应急照明。

李 皖 玲 说， 这 些 灯 具 在 开 关 时 ， 除 了 像 在

地面开关灯那样使用开关板有线控制以外，还

增加了手持移动设备 WiFi 无线控制功能，航天

员 通 过 手 机 App 就 可 以 控 制 开 关 灯 、 调 节 亮

度、色温等。这些人性化的设计，提高了航天

员 在 轨 生 活 体 验 ， 让 他 们 在 太 空 生 活 更 加 便

利、工作更加高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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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宫课堂硬件大升级

□ 王 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

12 月 9 日，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心任务大厅大

屏幕上，神舟十三号 3 位航天员身着蓝色舱内工作

服，向全国青少年挥手致意。

“天宫课堂”第一课开课了。大屏幕上，航天

员的形态容貌清晰可见，舱内环境整洁明亮。但地

面的科技人员却无暇欣赏精彩的授课，他们有的在

岗位间穿梭忙碌，有的则在紧盯链路传输状况。

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心总工程师单长胜告诉记

者，“受地球曲率的影响，要想实现对中国空间站

的长时间持续测控，必须有覆盖范围广、传输速率

高的中继卫星系统支持。”

中继卫星如何保障“太空授课”？工程师秦铭

晨说，空间站绕地球一周大约是 90 分钟，假设王

亚平开始授课时，中国空间站正好运行到了我国

正上方，那么到授课结束时，它已经到了地球的

另一面。

他说，中继卫星运行在距地面 3 万多公里的高

空中，不仅可以精准捕获高度仅在 400 公里左右、

处于运动状态的中国空间站，还可以进行图像、话

音等高速数据传输。最重要的是，3 颗中继卫星组

网可以实现对中国空间站的持续不间断的测控，可

以保障航天员与地面进行音视频通话、在空间站内

使用 WiFi等活动。

2013 年，成功实现三星组网的一代中继卫星

系统，顺利保障了我国第一次“太空授课”。单长

胜说，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进步，如今，我国已经

有两代多颗中继卫星遨游太空，整个中继卫星系统

的运行模式更加成熟，技术能力更加先进，随之而

来的便是质量更佳的“太空授课”。

当天授课时，工程师王雪的孩子，正在教室里收

看航天员王亚平的讲解，王雪告诉记者：“我已经能

够想象他回到家有多兴奋，那时我可以自豪地告诉

他，妈妈目前从事的工作，就是在为中国空间站服

务，太空授课的话音、视频就是由我们传下来的。”

王雪的话引起了卫星岗位工程师赵斌的共鸣，

2013 年，赵斌从大学毕业来到该中心工作，参与

的第一次航天任务就是保障神舟十号飞行任务，特

别是保障航天员王亚平的“太空授课”。

那天，赵斌刚刚值完一个大夜班，整个人十分

疲惫，但还是看完整堂授课才回去休息。8 年过去

了，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赵斌自己也成

长为业务组长，谈及第二次参与“太空授课”保障

任务，他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更有信心了，这 8
年多，我亲身参与和见证了中继卫星的建设成长，

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强、保障越来越可靠。”

“请问在空间站里，氧气与二氧化碳是如何进

行循环的呢？谢谢老师！”

“好，这个问题请叶 （光富） 老师来给你回答

一下！”

从屏幕上可以看到，同学们与航天员之间的沟

通延迟程度很小，对话几乎是“无缝衔接”。

“我们搭建的这条高速‘信息天路’其实是双向

的，除了要将空间站内的信息传回，还必须把地面的

指令、信息发送上去。”工程师刘雷所在的地面站总

体岗位，就肩负着中心联天接地的重要使命。

助理工程师刘辛铭加入航天队伍不久，当被问

及自己在空间站中的任务时，这位 90 后小伙思索

良久后抛出一个词：“陪伴”。

他的解释是：“如果中国空间站像一个刚出生

的孩子，那么中继卫星就是将要陪伴它一生的朋

友，将它出现的问题第一时间报告给地面的‘家

长 ’， 将 它 光 辉 荣 耀 的 时 刻 第 一 时 间 传 递 给 全 国

人民。”

谁传来了太空授课实时清晰画面

□ 占 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这一边，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在太空授课，另一

边，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在返回地球两个多月后，终于

公开亮相。12 月 7 日，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结束隔

离后首次与媒体记者正式见面。

当天 14 时许，北京航天城。3 位航天员精神抖

擞、笑容满满，一入场便引来无数快门声。落座

后，他们带来了驻留中国空间站和返回地球后的一

箩筐故事。

6 月 17 日，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乘坐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船升空；9 月 17 日，他们从中国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载誉归来。

刚刚返回地面时，汤洪波说：“太空的生活很美

好，回家的感觉更好。”在当天的见面会上，他则感慨

道：“这是我第一次太空飞行，现在我还时常怀念那

3 个月的神奇旅行。”

回忆起太空出舱，汤洪波说，最考验人的是准备

过程。他认为正是由于前期充分的准备，才能够圆满

完成出舱任务，“第一次出舱长达约 7 小时，无论是

航天员还是舱外航天服，都很好地经受住了考验。”

他还告诉记者，经过几次和地面的协同测试，自

己对服装的状态和自己的准备都特别有信心，“在执

行出舱任务的前一晚，我睡得特别香。”

出舱过程中，汤洪波看到了令他心旷神怡的太

空美景，“仿佛置身于科幻大片的环境，终生难忘。”

谈及 3 个月的太空生活，聂海胜说，这是中国空

间站首次载人飞行任务，“3 个月的时间，很漫长、也

很短暂。我们完成了核心舱组合体的日常管理以及

大量的科学试验，还执行了两次出舱活动并进行舱

外作业，很多记忆都弥足珍贵，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是怎么睡觉的？这是不少

网友关心的问题，刘伯明在见面会上做了“揭秘”。

“我们仨的睡眠姿势各不相同，我自己是把睡袋

绑到床上，聂海胜是‘飘着睡’，而汤洪波则是一边绑

一边‘飘’。”刘伯明说，不管是哪个姿势，只要保证睡

眠质量就好。

他在太空中的睡眠时间基本固定，一般在 8 个

小时左右，每天睡觉之前会用 20-30 分钟来听听音

乐、写写笔记。

“只有保证充足的睡眠，在外太空的工作效率才

会更高，因此，无论失重的太空或不失重的地面，我

的睡眠基本是一样的。”刘伯明说。

在太空中是否会做梦？刘伯明说他有时也会做

梦，比如出舱之前，梦到自己出舱时会不会碰到外星

人，碰到外星人要用哪种语言和他们交流，是否要用

肢体语言。

话音未落，在场众人会心一笑。刘伯明接着说，

“有时周末我们仨会在一起相互交流，讨论谁做没做

过梦等，非常有趣。”

当天，刘伯明还讲了自己两次出舱的感受：“这

次任务我近距离领略了太空的奇妙感受，应该说，第

一次出舱活动，兴奋和激动多一些，第二次更加从容

和自信。”

刘伯明说，神舟十二号乘组领跑空间站“第一

棒”有压力，更是一种荣誉，“既然选择了太空，就只

顾风雨兼程”。他表示，飞行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许多

未知的挑战，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在返回地面后，刘伯明与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

交流，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并将在外太空写的总

结和飞行体会与大队所有战友进行了分享，“这也是

我们乘组带给航天人的重要礼物”。

展望未来，他相信浩瀚太空会留下更多中国人

的身影和足迹。

作为首位太空驻留突破 100 天的中国航天员，

聂海胜已经 3 次上太空，并两次担任指令长，还执行

了空间出舱活动，也获得了很多荣誉。

但每一次执行完任务，聂海胜都会告诉自己，不

能由于沉甸甸的成绩和荣誉停止自己的步伐，更不

能因年龄的增长而放松了标准、放弃了追求，要把这

些变成更大的动力和奋斗激情。

“我们航天员一心只为飞天、一生只为飞天，

完成返回后恢复任务，我依然会保持飞天初心，归

零 心 态 、 投 入 训 练 ， 时 刻 准 备 再 次 为 国 出 征 太

空。”聂海胜说。

至于 3 次飞行任务的不同，聂海胜说，每次都有

新的感触和体会，最直接的就是舒适度不断提升、可

靠性越来越高，活动空间变大了，太空食品也越来越

丰富，“我们有了更多享受太空生活的体验”。

见面会上，3 位航天员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太

空礼物”——他们此前在太空拍摄的一组地球高清

图片。在此前 3 个月的太空生活中，他们 3 位偶尔拿

起相机，记录太空美景。

刘伯明还在空间站作了一幅画，带回来准备送

给家人。他说，在空间站执行任务期间，女儿每个周

末都会和自己视频，“害怕我孤单，也害怕我寂寞，是

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汤洪波很喜欢空间站工作服上的任务标，从空

间站撤离的时候，他将任务标摘下来，带回地面，准

备送给儿子。

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大队长景海

鹏介绍了乘组返回后恢复情况及后续打算。据他介

绍，乘组飞行正常返回后恢复期主要分为隔离恢复

阶段、疗养恢复阶段、恢复观察阶段 3 个阶段实施。

截至目前，第二阶段工作已完成。

景海鹏说，从整体来看，3 位航天员情绪稳定、心

理状态良好，体重稳定在飞行前水平，肌肉力量、耐力

和运动心肺功能储备得到了进一步恢复，达到了预期

效果。接下来，航天员将全面转入恢复观察阶段。

“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健康评估总结后，3 位

航天员将转入正常训练工作。”景海鹏说。

神十二航天员畅谈3个月“神奇旅行”

时刻准备再征太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12 月 9 日，距地 400 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一个旋转的陀螺出现在大屏幕中央，随后传

来“太空教师”王亚平的声音，“欢迎来到天宫课

堂”。这是中国空间站太空授课的开场。

这个声音，张舒琪再熟悉不过。8 年前，她还

在读高二，从电视里看到太空授课，就有来自王亚

平的声音，也有同样的陀螺演示，那是我国在神舟

十号天宫一号任务期间开展的第一次太空授课。张

舒琪感到奇妙、有趣、兴奋，从此她对于航天的热

爱一发不可收拾。

如今，8 年过去，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我国首次

太空授课的孩子已经长大，他们中不少人正在上演

着一个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

张舒琪就是其中一位。今年，她成为一名空间

站任务飞控试验队员，和身边的同事日夜守护着天

上的航天员英雄，既自豪，又幸福。

无独有偶。她的同事，来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 529 厂焊接成形制造中心的李什博也有着类似的

成长故事。8 年前，李什博第一次观看太空授课时

还是一名学生，对航天知识充满了好奇，尤其对航

天器有着浓厚兴趣。8 年后，他成了空间站大型金

属舱体焊接装配团队中的一员，看到航天员在他参

与研制的空间站中授课，心中无比激动。

前不久，还有一群大学生上了热搜，他们研发

的“宇宙八音盒”卫星乐器装置，将收集外太空的

波形数据，聆听宇宙八荒的声音。这一创作灵感，

正是来自 8 年前的那堂太空授课。

⋯⋯

“最高”讲堂种下的梦想种子，已经发芽了。

一只陀螺转出航天梦

24 岁的王楠上一次观看太空授课时，还是山

东省高密一中一名高二学生。

8 年 前 的 那 个 夏 天 ， 得 知 神 舟 十 号 任 务 将 有

太空授课环节的消息后，王楠每天都在盼望电视

直 播 的 到 来 。 那 时 ，“ 太 空 授 课 ” 这 几 个 字 对 大

家来说还很陌生，身边的同学也不太理解，她为

什么总会在提到它时眉开眼笑。于是，她便动员

全班、甚至全年级的同学一起看看“这个课到底

有多神奇”。

她至今忘不了那个上午：2013 年 6 月 20 日 10
时左右，在中小学这已经是第三节课的时间，同学

们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机。

接着，这块小小的屏幕，与太空相连。电视

里传来王亚平的声音，王楠和全班 50 多名同学一

起，看到王亚平在失重环境下演示的陀螺、单摆

和 水 球 实 验 ， 以 及 在 地 球 上 很 难 实 现 的 “ 特 技 ”

动作。

让王楠欣喜的是，刚刚在课本上学到的“牛顿

定律”“宇宙速度”，被航天员以如此特别而又直观

的方式进行了验证。

在“水球倒影”的镜头里，王亚平水汪汪的大

眼睛和波光流转的水球相映成趣，以及俏皮的一句

“你看，透过水球，你们还能看见我的倒影呢”，整

个画面定格成为“太空课堂”留给王楠最美好的一

帧记忆。

填报高考志愿时，因为总能在发射直播里听见

“某某测控站”或“某某测控船”，王楠毫不犹豫地

把 6 个平行志愿的首选专业全部填成了“自动化”

或“测控”。后来，她进入到自己心仪的测控专业

学习。

2018 年 ， 王 楠 保 研 到 了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

坐在北航的实验室，她研究起了惯性导航系统里的

陀螺仪。巧的是，当年王亚平在天宫一号里讲解的

内容之一就是“陀螺的定轴性”。

“可能这一只小小的陀螺，就是维系我与航天

员之间转动不停、坚定不移的缘分吧！”王楠说。

现在，她已研究生毕业，正式成为一名航天人。

追着航天员脚步长大

2008 年，王京天 7 岁。但他至今记得那年 9 月

的一天，晚饭过后，他早早蹲守在电视机前，等待

着晚上的特别报道——神舟七号发射任务。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10、9、8……2、1，点火！”

随着一声声清晰而响亮的口令，王京天从屏幕

中看到了发射塔下的火光，听到了发动机的轰鸣

声，他激动地跳了起来。几天之后的出舱直播，航

天员翟志刚一句“我已出舱，感觉良好”，再次让

他激动万分。

这之后，王京天每当听到有关航天的消息，都

会 竖 起 耳 朵 。 5 年 后 ， 神 舟 十 号 任 务 官 宣 的 消 息

中，有一句话引起他的注意：“航天员后续将开展

一系列空间实验，包括太空授课⋯⋯”

那时的他，已是一名初中生，上课自然是每

天的日常，但太空授课这一新鲜事物倒是第一次

听到。

授课当天，他在学校和同学提前守候在电视机

前，画面切到“太空教室”，他看到王亚平“飞”

了过来，亚平老师通过几个简单的小实验，迅速打

开了话题，讲解失重条件下物体运动的特点、液体

表面张力的作用以及牛顿定律等。

“这堂课虽然不长，但令我受益匪浅、终生难

忘。能够创造全球最大的‘课堂’，作为一个中国

人，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王京天说。

此后几年，他持续关注有关中国航天的新闻。

2020 年 7 月 23 日，刚刚从高考战场上走出来

的王京天，来到了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这一次，

他在现场见证并拍摄了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搭载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升空的全过程。

见证了中国“奔火”的震撼，他暗自下定决

心，也要把中国载人航天的里程碑记录下来。

次年 4 月 29 日，王京天和朋友再次来到海南文

昌，这一次他们送行的是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他们一起拍下了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搭载天和

核心舱发射的画面，并制作成视频，希望借此让更

多人认识和了解中国航天、热爱并支持中国航天。

天和核心舱飞向太空，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在轨

组装建造全面展开。这次任务后，中国空间站任务

的每次发射，王京天都追到现场进行拍摄，并制作

成视频发到网上。

“8 年前的那堂课，让我真切感到国家在航天

领域的成就。通过制作视频，我希望用自己的力

量，让更多孩子了解中国航天。”王京天说。

8 年过去，王京天已从初中生成长为大学生，

时间在流逝，但他对航天的兴趣还是像第一次聆听

太空授课那般浓厚，他说，今后“天宫课堂”的每

一堂课都要追下去。

最高课堂的最深“播种”

2003 年 10 月 15 日，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成功

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航天员杨利伟

由此进入太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

王嘉杨的航天梦，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那时的他，刚刚步入小学校园。年幼的他并不

知道什么是航天，仅仅是被电视上火箭升空的画面

吸引，一边听着爱好军事的父亲给自己讲火箭知

识，一边好奇地想象着蓝天之外的世界。

在那之后，每次父母带他去逛书店，他总是喜

欢在科普书架上翻看天文和航天方面的书籍，津津

有味地“研究”着新星爆发、黑洞、运载火箭和航

天飞机。

2021 年 10 月 14 日，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

射前的航天员见面会上，当王亚平再次说出那句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时，王嘉杨

顿时感觉自己的心被揉了一下，仿佛一下子回到了

那个高一的夏天。

那是神舟十号太空授课后的第二天，高中物理

课上，老师拿出半节课来回顾太空授课中与牛顿第

二定律有关的片段。王嘉杨不仅惊叹于微重力环境

的神奇，也突然觉得手中试卷上的小滑块、斜面和

传送带不再“面目可憎”，即使这些习题依然令他

头大，但他打心底意识到，这些困难与挑战是追寻

科学真理道路上必不可少的铺路石。

时至今日，那场太空授课已经过去 8 年，但王

嘉杨对航天的热爱并未因此而衰减分毫：长五首

飞、嫦娥探月、北斗组网、天问探火、核心舱发

射、航天员出征、出舱行走⋯⋯每一次航天重大任

务的庆祝者中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被王亚平“圈粉”的这些孩子可能不知道，王

亚平老师的飞天梦，也是在 18 年前杨利伟飞天时

种下的。

当年 23 岁的王亚平，同样坐在电视机前关注这

一历史时刻，她脑海里一个小火苗“腾”地被点亮了：

“中国现在有了第一个男航天员，什么时候会有女航

天员？如果可能，我要做那个向太空挑战的人。”

杨利伟飞天点燃了王亚平的太空梦，王亚平的

太空授课，又引发无数学生对航天的向往，这在她

看来也是一种接力。8 年前一堂太空课，让她拥有

了几千万学生。回到地面后，她收到很多学生来

信。一名学生在信中说：“自己会像毛毛虫一样，

慢慢地爬上树，一天，会变成一只蝴蝶，飞向太

空，实现梦想。”

有人说，这是最高处授课，最深处“播种”。

时隔 8 年，中国航天员再次开讲，他们在空间

站播下的太空种子，又将开出哪些花朵？我们一起

期待。

太空授课播下的“种子”发芽了

12 月 9 日，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此次授课活动在中国科技馆设地面主课堂，在广西
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分设 4 个地面分课堂，共 1420 名中小学生代表参加现场活动。图为青少年向航天
员提问。 中国科技馆供图

12 月 9 日，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
讲，“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为广大青少年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 中国科技馆供图

12 月 7 日，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的见面会上，神舟
十二号航天员汤洪波、聂海胜、刘伯明 （从左至右）
在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