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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宇航員在失重環境
下 ， 頭 髮 竟 然 會 『 炸
毛』！」看着航天員王亞平
在中國太空站內「遊走」，
而頭髮「漂浮」在空中，坐
在底下的廣西南寧市桂雅路

小學台籍學生張雅柔捂着嘴笑了笑，忍不住
側頭和身旁的同學感歎。9日，「天宮課堂」
開講，南寧市桂雅路小學組織了在校的台籍
學生共同觀看直播，也激發了同學們對航天
航空知識的興趣。

「在太空可以不用洗衣嗎？」
「衣服在太空髒了可以不用洗嗎？」看完

天宮直播課，在桂雅路念三年級的台籍學生
柳宇駿忍不住發出了「靈魂拷問」。來自台
北的柳宇駿說，小時候聽爺爺奶奶講過關於
星星的故事，於是他便對神秘的宇宙星球充
滿了興趣。「我從小就想到太空看看星球，
想去那裏探險。」柳宇駿眨着大眼睛，眼裏
滿是自豪地繼續說：「看了直播課，我感覺
祖國的科技現在越來越厲害了，我長大之後
想成為一名火箭設計師，然後設計一款有5個
引擎的世界上最厲害、最安全的火箭。」

「我之前對中國航天的知識並不是太了
解，看完直播就感覺實在太有趣了，很想親
自上到太空體驗一下。」五年級的張雅柔直
言看到航天員在失重環境內飛來飛去，讓她
瞬間有想成為宇航員的衝動，而且看到中國
如今的航天技術發展迅速，她也是「既緊張
又興奮」。「我一直很好奇，黑洞真的存在
嗎？黑洞真的會把人吸進去嗎？如果長大之
後能成為一名宇航員，我就特別想去探索黑
洞的秘密。」說着張雅柔又笑着吐了下舌頭
補充道，「不過我也怕真的遇到了黑洞，進

去就出不來了。」

「讓我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在「天宮課堂」南寧分課堂現場，身着一

身壯族服飾的南寧三中學生楊萬宸挺直着身
子，全神貫注地盯着直播的屏幕。「我對太
空站、星系方面的知識很感興趣，這次有幸
能在南寧分課堂現場與航天員們互動，我由
衷地感到中國科技發展實在是太快、太好
了。」楊萬宸說，他曾參與「一帶一路」青
少年太空創客特訓營，並成功和同學一起製
作並成功發射了「探空氣球模擬返回式衛
星」，他表示這次經歷讓他對航天科技的知

識愈發感興趣。
楊萬宸回憶，在製作「探空氣球模擬返回

式衛星」過程中，自己上網買材料，然後和
同學一起調試、放飛、記錄、追蹤、搜尋，
最終看着衛星成功發射並收集到有關的氣象
數據，也讓他多維度地學習了航天科技、科
普領域的知識，激發了他進一步探索航天科
技知識的興趣。「在地上一個簡單的轉身或
者移動，在太空失重環境中都要用非常不一
樣的方式進行，讓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樣的世
界。如果可以，以後我想從事有關航天技術
支持的工作，為中國的航天事業，貢獻自己
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實時觀察航天員「頭髮竟然會炸毛」
��

●安徽合肥蜀山區小學生在合肥市科技館收看
「天宮課堂」直播課，並通過實驗感受天地差
異中的科學奧秘。 中新社

天宮課堂童心滿滿 為孩子種下航天夢

三9班的同學9日早早就開始準備。班主任
史宇佩老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孩子們

在學校天文社團的引領下，複習了2013年時太
空授課的內容，查閱了很多太空站、航天知識
的資料，「在今天的『天宮課堂』中，孩子們
的小腦袋中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為什麼，新
奇的太空授課方式，激發了孩子們對於未知
事物的求知慾」，史宇佩說，太空授課吸引
着孩子和老師們，大家不再是航天事業的旁
觀者，而是變成了參與者。能親眼見證這樣完
美有趣的天地互動，相信會在孩子的心中埋下
航天的種子，從而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探索宇
宙，去強大國家的航天實力。
在長達1小時的天宮課堂中，孩子們不斷發出

「哇」的讚歎聲。當航天員演示用手「騎」太
空單車時，同學們發出不斷的笑聲。而美麗的
水球泡騰片（港稱水溶片）實驗，更令現場沸
騰起來。「沒想到，太空竟然如此的神奇」，
「我也想當航天員，到太空裏吹一個大大的水
球」，「我想看更多關於太空站和航天書」。
「天宮課堂」的歡樂氣氛，感染着每一個孩

子。
通過「天宮課堂」的授課，孩子們冒出一個

個「如果」和「為什麼」。「如果我進入太
空，我會帶一把雨傘，看雨傘和我是不是可以
一起飄在空中」，「如果我進入太空，我想帶
一副乒乓球拍，看看在太空裏打乒乓球能不能
有來有回」，「如果我進入太空，我想稱一稱
體重，看看會變重還是變輕」。孩子們開始暢
想着未來無限的可能。「為什麼太空站的冰
箱，裏面裝滿了蘋果，還可以帶其他水果上太
空嗎？」「為什麼泡騰片實驗中的氣泡，不會
跑出來？」孩子們充滿着對未知世界的奇思妙
想。

太空授課常態化
不過，也有着孩子們最關注的現實問題，下

一次「天宮課堂」什麼時候還能再開講。據了
解，在中國太空站階段，太空授課將常態化進
行，後續還將不斷開展不同主題、形式多樣的
太空授課。在不遠的將來，孩子們將迎來更加
有趣的太空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姬文風 北京報道）中國空間站首次太空授課活

動—「天宮課堂」9日下午取得圓滿成功。由「神舟十三號」飛行乘組航天員翟

志剛、王亞平、葉光富擔任「太空教師」，通過視頻通話形式與地面課堂師生進

行了實時互動交流。在約60分鐘的授課之中，「航天三傑」先後展示了空間站工

作生活場景和研究項目，向同學演示了太空轉身、浮力消失、水球光學等多項實

驗，並即席解答同學們的不同提問。今次的太空授課進行了全程現場直播，在北

京的中國科技館設地面主課堂，在廣西南寧、四川汶川、香港、澳門設置地面分

課堂，約1,420名中小學生代表參與。

12月9日15時40分，「天宮課堂」第一課正式開講，與全國各地的中小學生

一樣，北京史家小學三9班的同學們對這堂課期待已久。不到一小時的太空授

課，讓孩子們意猶未盡，航天夢想的種子已在他們的心中埋下，無數奇思妙想正

在他們的小腦袋裏發芽。

●●「「天宮課堂天宮課堂」」香港分課堂的港生香港分課堂的港生，，與在北京與在北京、、廣西廣西、、四川及澳門一同連線參與太空授課的學生四川及澳門一同連線參與太空授課的學生，，向向33名名「「太空教師太空教師」」打招呼打招呼。。

中繼衛星系統升級
保障「信號滿格」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此次太空授
課天地通話時間總共持續近50分鐘，太空授課
的崗位包括飛控中心、航天員支持崗等幾十個
崗位。其間，地面人員最重要的支持工作就是
要確保音視頻信號流暢穩定，不延遲不卡頓，
給觀看「天宮課堂」的人們帶去最好的「課堂
體驗」。在授課期間，天鏈一號03星擔負了天
基通訊的主要工作。

傳輸速率翻一倍
北京空間信息傳輸中心總工程師單長勝介紹

說，「我們是用中繼的天鏈一號03星和天鏈二
號01星來接力保障這次太空授課。最理想的情
況下， 一個星對太空站的覆蓋大概是50多分
鐘」。

和2013年第一次太空授課相比，在8年的時間
裏，中國中繼衛星系統發生了很大變化，太空資
源更加豐富，衛星能力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太空
授課等需要長弧段、強信號支持的重要活動也因
此開展得更加從容。「2013年太空授課，我們當
時天上只有3顆星，都是一代星。現在我們天上
有5顆星，除了天鏈一號04、05星，還有天鏈二
號01星，二代星比一代星傳輸速率和其他能力
上更高。另外一個就是在這期間我們對天鏈一號
系統進行了改造，現在的傳輸速率相對以往設計
的指標來看，已經翻了一倍，現在應該說一顆星
的效率相當於當時應該是將近兩顆星的效率。中
繼星服務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單一目標、單一用
戶。如果需要兩顆星接力傳遞信號時，太空站天
線就要從一顆星轉移到另一顆星上，整個轉移過
程需要分鐘級的時間。為確保太空授課順利實
施，地面人員詳細計算中繼星的軌位和目標的姿
態，以及終端的位置，來確保擁有更長的弧段，
順利完成任務。」

地面「傳手」更精準
與2013年的太空授課相比，此次需要「照

料」的航天器數量增加了很多，此次太空授課
有核心艙、天舟貨運飛船，以及神舟載人飛船
組合體。太空授課期間，西安衛星測控中心與
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大小測控站作為衛星信號的
地面「傳手」，不光要將音視頻信號精準送
達，更要為在軌航天器指令上下行、狀態監控
等方面進行妥善保障。在這種條件下，對測控
工作的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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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月月99日日，，在成都市石室在成都市石室
小學小學，，學生收看學生收看「「天宮課堂天宮課堂」」
第一課第一課。。 新華社新華社

汶川學童：一輩子忘不了這節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向芸 四川報

道）「上了這段太空課程之後，我覺得我
一輩子也忘不了這節課程了，因為這節課
教會了我許多關於太空的知識，讓我非常
的開心。」9日下午，當「天宮課堂」第
一課結束後，汶川縣第一小學校的學生余
傑依然感到意猶未盡。作為「天宮課堂」
分課堂之一，四川省汶川縣第一小學校的
200多名師生參與天地互動，與神舟十三
號乘組航天員實時交流，從天地差異中感
知宇宙奧秘、體驗探索樂趣。
最令汶川縣第一小學校學生何南霏開

心的是，她跟王亞平阿姨直接對話了。

「你們在太空上看到的風景和地上一樣
麼？星星還會一閃一閃的麼？你們能看
到UFO嗎？看到的天空還是瓦藍瓦藍的
麼？」

獲得提問機會後，喜歡看書、熱愛科學
的何南霏連珠炮似地問出了這些問題。王
亞平逐一耐心解答說，目前沒有看到
UFO；由於在大氣層外，星星也不會眨眼
睛了；看到的天空不是藍色，而是深邃的
黑色；一天能看到16次日出，因為太空站
每90分鐘繞地球一圈。
「這次活動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看

見宇航員們在太空做實驗的場景，特別是
水的表面張力實驗；還有宇航員在太空中
轉圈圈的實驗，他們在上面一定很自由自
在。」何南霏說，如果她當上了宇航員，
也一定會這樣試試的。

●●何南霏何南霏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