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商场活动领导发言(模板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太空授课心得篇一

**年x月xx号，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成
功实现自动交会对接，我非常的激动，因为这是我国航天领
域的进步，并且在接下来，王亚平通过高科技，进行了一次
太空授课活动。

我通过电视机屏幕，看着太空舱里，王亚平为我们展示了一
系列宇航员在太空中生活的小细节，以及在线回答了全国小
学生一些太空的小疑问。让我了解微重力环境下物体运动特
点，还了解液体表面张力作用，并且加深对质量、重量以及
牛顿定律等基本物理概念理解。

正当我看的入迷的时候，王亚平宣布这次太空授课活动结束，
我举得有点遗憾，不过我知道，最喜爱太空中能进行这么久
的实验，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而且，我也学到很多的知识
了。

太空授课心得篇二

6月23日上午，结合学校“中国梦我的梦”主题系列活动，陈
位庄小学师生利用休息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看了中国首
次太空授课视频。

这次别开生面的太空授课活动由神舟十号航天员王亚平和另
外两位宇航员在天宫一号里为全国青少年演示讲解失重环境



下的基础物理实验。航天员们在天宫一号里分别进行了质量
测量、单摆运动、陀螺、水膜和水球等试验，展示了失重环
境下物体运动特性、液体表面张力特性等物理现象。同时，
人大附中作为“地面课堂”，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空中课堂
的宇航员们进行了互动交流。授课即将结束时，宇航员们热
情鼓励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不断探索科学奥秘。

如果说浩瀚的宇宙是一本书籍的话，那么强大的综合国力、
扎实的航天技术无疑是打开这本书的智慧钥匙。王亚平的太
空授课，王亚平已经为我们开启了神奇的太空之旅，她发出的
“中国好声音”也正在感染和感动着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然
而，广袤太空的未知以及教育意义的深远也给中国的载人航
天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从宇宙中汲取更多的营养，
就必须大力发展载人航天和教育事业。而我们也期待神舟十
号的此次太空历险记将我们带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好让更多
的地方都能够倾听到“中国好声音”。

此次太空授课活动，增强了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
精神，激发了崇尚科学、探索航天知识的热情与梦想。观看
完直播视频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将“我的梦”与“中国
梦”紧密相连，爱我中华、心系国防，努力学习各种文化知
识，为祖国的繁荣、民族的富强奉献自己的力量。

返回目录

太空授课心得篇三

今天，我看了王亚萍老师的太空授课，“一指神功”、“悬
空打坐”、“魔幻水晶”……有趣极了。王亚萍老师一会儿
成了身轻如燕的武林高手，一会儿又成了变幻多端的魔术师，
把我带进了奇妙的太空世界。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王亚萍老
师拿金属圈做水膜和水球的那一段了。

王亚萍老师先拿出个金属圈，放在水里，然后，小心翼翼地



把它拿出来，就出现了一个水膜。王亚萍老师把这个水膜来
回摇动，哇，真是太神奇了，水膜竟然没有破!不过，这还不
算什么，我来给大家讲述更神奇的吧。

接下来，王亚萍老师把水注入水膜中，我心想：这球会不会
破呢?破了之后水会不会乱飞呀?不过，得先瞧瞧再说。亚萍
老师一直在专心致志地注水。呀，水膜变成水球啦。我兴奋
极了，可总觉得这水球太小了，我一口就可以吞下了。接着，
亚萍老师又往水球里注入红色液体，我一想到刚才想法，要
吞下水球，我就想吐!可等红色液体扩散后，那“水晶球”也
不逊吧!就像电影《逆世界》里的红色水晶球似的。我想，要
是通过红色水晶球，穿越到不同的时空世界，哪多好呀!

这些事在地球上是做不到的，我真想亲自做一遍。从明天开
始，不，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长大以后，
也上太空去遨游，征服太空，实现我的太空梦，实现中国梦!

太空授课心得篇四

前几天，我们看了王亚萍老师在天宫一号的“太空授课”。
她在太空里做了很多在地球上做不到的事，有杂技，陀螺，
单摆，水膜，水球，圆周运动。

先说杂技吧。在地球上杂技要练好久，很危险。可在太空中，
就显得轻而易举，悬空打个滚就可以了。就像成了大力士，
一根手指都可以把一个人举起来。

大家都知道，陀螺是人们小时候的玩具之一，在太空，把它
浮在空中并给它一个干扰力，笨笨的陀螺就开始翻滚。但若
是先让它旋转，再给它干扰力，此时，它就不会翻滚了。

“单摆”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可它在失重状态下是不成功的，
但如果给它一个很小很小的力量，它就会做“圆周运动”



王亚萍老师做我最喜欢的水膜时，我目瞪口呆。这水膜和生
活中的面膜差别太大了。抽出水后的金属卷上形成了一个大
大的水膜。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失重！短短二字
富有智慧，科学，太空真有趣！

这几个实验不要看简单，但其背后蕴藏的物理知识却是令人
惊奇的。

有人问：“太空中的生活用水是不是循环使用的。”对于这
个问题，指令长聂海胜老师告诉我们：“飞船中的水是从地
球上带来的，但目前还不具备循环利用功能。”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对神秘的太空感兴趣，
愿意为航天事业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向“中国梦，太空梦”
的实现靠近！

太空授课心得篇五

在星期四的那一天，老师在第二节眼保健操的时候说：“大
家赶快出去上一趟厕所，之后马上回来！快！”这可把我们
给吓坏了以为又要来一场风水轮流转的三科考试。结果一回
来，老师开了个新闻频道。

过了不久，我们明白了！原来是航天员在天宫10号上授课。
授课的老师就是王亚平。

一开始有许多同学在那问问题。最让我难忘的事一个小朋友
说的：“请问，你们在太空会看到ufo吗？看到的星星会闪烁
吗？”我看见了当王老听见了这一句话哭笑不得。也许，对
于那个小女孩来说这个ufo是随时可以见到的了。

接着老师还给我们看了凌空翻跟斗，弹簧测力器，如何测体
重，摆的现象……



长大后，我一定要自己上太空……当然，我一定要尝尝“果
冻”的口感。啊……

太空授课心得篇六

在看了今天的太空授课之后，我感触颇深，也觉得十分生动
有趣，学会许多知识。

“太空授课”并不是没有先例，但是这是在中国首次开展的
特别的教学活动，令许多人倍感新鲜。在太空中，航天员王
亚平女士给大家带来了生动形象的课程，内容包括：太空自
行车、收回漂浮的水以及与同学们进行“天地对话”。其中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个实验。

第一个便是我们平时司空见惯的单摆实验，而单摆的应用在
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小到钢琴上的节拍器，大到
建筑工程的机器，摆锤总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运动，而在宇
宙却截然不同，再失去了重力的环境下无论将摆锤放在任何
位置，都没有了熟悉的往复运动，而是无规则地漂浮。看到
这一幕的不禁大呼出声，因为这只存在于理想环境的现象终
于可以亲眼目睹，无疑是一种对眼界的开阔以及对科学知识
的落实。

第二个则是用圆环制作水膜。一般的水膜需要借助肥皂水的
特性，来形成一层透明的薄膜，而在太空失重环境中，仅仅
需要普通的水即可，看见王亚平王老师将手中的圆环分开再
合并，便形成了一个水球，并亲切地讲解到：“通过水球，
同学们还能看到倒影成像哦!”说完，便眨了一下眼睛，让同
学们觉得更亲近了。

看完这次太空授课，我学到了不仅仅是一些未曾初触及的理
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我见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更让我巩
固了对过去书面知识的认知，印象十分深刻。同时太空授课
的益处也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课堂，它更能激发我们对太空



的向往以及兴趣，使我们从小便有所积累，为将来，为了祖
国的发展埋下了希望的种子，这无疑是会推动我国科技进步
与发展的。另一方面太空授课也向世界彰显了我国航天技术
的先进性，对国家在国际的影响及发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神十的太空之旅，三位航天员任务分工有差异，聂海胜是指
令长，他和张晓光两名男航天员互为备份，他们都具有飞船
驾驶、组合体管理、手动交会对接、以及应急情况下的处置
能力。而王亚平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担任这堂太空物理课的主
讲。其实，这堂课不是光有主讲就能完成的，三位航天员都
得参与。

这次太空授课的分工，是结合他们每个人在此次飞行中所承
担的角色，以及个人的性格特点，作出的决定。聂海胜作为
这次飞行任务的指令长，他在整个过程中一方面要配合王亚
平做一些演示，更重要是天地之间要有一个始终畅通的联系
通道，就是说，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如果指令长发现了问题，
要给地面通报;地面发现问题，必要时也要给他通报。那么他
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二号航行员张晓光在此次授课过程中，他主要负责摄像，这
堂课大家能看到的图像清不清楚，主要取决于张晓光的水平
发挥。张晓光他对摄像本身在地面就比较感兴趣，拍照，摄
像，他有这方面的特长。另外，这40分钟的摄像工作，主要
是靠手持摄像机来完成的，而且他是处在失重的情况下。可
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累的工作。为什么不找一个固定机位
来演示呢?这在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在舱内的展示平台的选择，
不是想选哪块就能选的，而要根据舱内的布局和现有的条件，
来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但舱内的'空间又非常有限。所以，
这堂课，对担任摄像的航天员，提出了非常高的体力和技术
要求，而这些，正是张晓光所擅长的。

最后来说为什么说王亚平是最适合的主讲人?王亚平属于比较
随和的人。而且，相对而言，女性更耐心、更细致一些。王



亚平是作为一个女航天员，从形象到她的表述，都比较适合
作主讲。

太空授课心得篇七

今天下午，幸观看了“天宫课堂”，太空真奇妙。这是中国
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首先有可爱的小同学情绪饱满的为我
们展示了飞船与卫星对接的过程；然后又有“感觉良好”三
人组为我们介绍太空生活，跟随他们深入全面了解我们的太
空家园。宇航员们给我们展示了太空中与地球上的各种不同
之处，每一项实验都令人震惊，教室中掌声不断、震耳欲聋，
代表着同学心中与我一样深深的触动与震撼之情。

通过这次课堂，我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受到了祖国
科技的发达、实力的强大。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
希望我们能与祖国共同进步，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太空授课心得篇八

下午，班内全体同学一起观看了“天宫课堂”。翟志刚、王
亚平、叶光富三位宇航员化身老师向我们分享了太空生活的
细节与种种神奇的现象。从可以预防肌肉萎缩的“企鹅服”
到储存食物的.迷你“太空冰箱”，从出舱活动中激动人心的
一句“感觉良好”到空间站上利用显微镜进行科学研究，我
越发感受到，浩瀚宇宙中的一抹中国红是千千万万航天人持
之以恒的精神编织的，是千千万万科研人编织的。我相信，
随着科技发展，空间站的配置会逐渐完善，人类遨游九天的
梦想与恢弘博大的文明会向着深空扬帆起航！

太空授课心得篇九

在美联社看来，中国航天员的太空授课就是“一场战斗”，
这一任务堪比他们冒着巨大风险空间对接。报道说，太空授
课标志着中国迄今最大胆的一步，“中国的宇航员一直在大



的场合高调出现在公众之前，但几乎没有跟普通中国人发生
真正的接触。”

“我们看到的天空不是蓝色的，而是深邃的黑色。每天，我
们看到太阳升起16次。”英国广播公司20日向读者突出强调
了中国航天员王亚平在太空中看到的新奇景象。美联社报道
说，在天宫一号(微博)51分钟的讲课中，王亚平展示了失重
原理，回答了聚集在北京一个礼堂的330名学生实时提出的问
题。她的同事聂海胜和张晓光回答了有关在太空生活、工作
和锻炼的问题。其间出现好玩儿的一刻，聂海胜做出中国功
夫片影迷所熟悉的神秘的双腿交叉打坐姿势。王亚平
说，“在太空，我们都是功夫大师”。后来的一个展示仿佛
魔术表演，王亚平将水滴注入一个越来越大的悬浮水球，引
来学生们“哇”的惊叹和鼓掌。航天员们还旋转陀螺，摇动
一个系绳的球，演示失重如何影响物体运动。报道称，在这
堂精心排演的讲课中，中国第二位女航天员王亚平从头至尾
微笑着。这堂讲课更像是儿童电视科普节目，而不是不久前
加拿大航天员哈德菲尔德从国际空间站传回的视频。

日本时事通信社用“不可思议”评论中国的太空授课。德国
新闻电视台20日则为“6000万中国学生上太空课”感到惊讶。
报道说，这可能是新的世界纪录。法国欧洲新闻电视台评论
称，法国的老师有时候也会说“学生们在月亮里”(俚语，暗
示上课走神或打瞌睡)，可如今中国的老师却千真万确在天上。
评论认为，太空授课相当成功，这有助于中国证明其有和美
国、俄罗斯在征服宇宙空间的竞赛中一较短长的实力。《印
度斯坦时报》20日引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者弗利泽的话说，
中国的太空计划能带来什么物质利益尚不明确，但已经给中
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国际声望，刺激了对科学的兴趣，帮助军
方掌握了火箭和远程制导技术，也让中国成为某种程度上的
技术大国，抛弃了“制造鞋子和手包的国家形象”。



太空授课心得篇十

神舟十号航天员20日上午在天宫一号进行的我国首次太空授
课活动传递出这样一种理念：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激发科
学精神，同样是中国开展航天活动的重要任务。

神十飞行是我国载人航天第一次应用性飞行，太空授课生动
体现了“应用性”特色，体现了航天工程直接为国民教育服
务的功能。

实际上，太空科普教育活动也是世界航天活动的组成部分。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推行“教师在太空”等一
系列太空教育计划。

作为载人航天的后来者，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刚刚开始，
但历次神舟飞行在实现工程目标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全社
会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航天、走近科学的热情。30岁左右的年
轻一代已经成为载人航天工程各系统的技术骨干，而他们中
的很多人，正是在航天员杨利伟首次登上太空那一幕的激励
下走进航天行列的。

正如女航天员王亚平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的，面对浩瀚的宇
宙，我们都是学生。科学永远是一个国家前行的基石。在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历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热爱航天、投
身航天，需要全社会理解、支持这项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航天科普活动中蕴藏着中国航天走向明
天的无穷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