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宫课堂手抄报(大全11篇)
通过自我介绍，我们可以向他人传达自身的特点、成就和目
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撰写个人简历是一个锻炼自己表
达能力和思维逻辑的过程。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一

这节“天宫课堂”让我再次感受到祖国的`强大。这次太空之
旅，不仅刷新了中国人在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还开展了许
多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产出了高水平科学成果。“飞
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就能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飞向浩瀚星空！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二

中国航天员真诚的邀请广大青少年在地面同步开展相关实验。
从天地差异中感知宇宙的奥秘，让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这节神奇的.太空课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一定要努力学
习，将来为祖国的科技事业也贡献自己的力量。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三

太空教育是世界载人航天活动的组成部分。美国女宇航员芭
芭拉·摩根于20xx年8月乘坐“奋进”号进入国际空间站，完
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太空授课。

“当年，芭芭拉主要讲述太空生活的衣食住行。中国首次太
空授课则是真正的太空物理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
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认为，我国的太空授课与美国有明显差异。
美国太空授课的内容是介绍和演示太空生活，而我国太空授
课的内容是介绍和演示失重环境下的物理概念。所以，我国
太空授课的科技含量较高，难度也更大。



20xx年6月20日上午10点，我国首次太空授课开始。神舟十号
航天员王亚平通过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螺运动、水膜和
水球等5个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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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回答了学生们关于航天器用水、太
空垃圾、失重对抗和太空景色等问题。

“我们先后研究了‘竹篮打水’‘乒乓球’‘回旋镖’‘溜
溜球’和‘跳绳’等20多种方案，根据科学性、安全性、操
作性、可视性、即时性、趣味性等综合因素考量，经过集思
广益、反复筛选、严格论证，最终确定进行2个方面的物理实
验，即物体运动特性和液体表面张力;随后，又对确定的`实
验项目进行了精心细致的研究，力求给学生们最好的‘课
堂’感受。”庞之浩说，实践证明，授课专家组最终制定的
授课教案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效果，获得圆满成功。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四

看航天员老师说“天宫”太空舱每90分钟就能绕地球一圈，
这也就意味着一天要看16次日出日落。如果按照“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岂不是一天要睡16回？当然不是。实际上，航
天员老师的生活作息和我们在地面是一样的。但是，太空中
的科学实验可和地面上的`大不相同了，今天的“天宫课堂”
太精彩了，我也想做出热的“冰球”呢。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五

今天下午的空中课堂，航天员们在神舟十三号宇宙飞船开展
了许多有趣的实验，引发了我的奇思妙想。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王亚平老师从一个透明的袋子中挤出过饱和乙酸钠溶液，
然后形成一个晶莹剔透的球，再用毛线轻轻地在球上点了几
下，液体球居然变成了乳白色的“冰球”，但它其实是一
个“热球”。这让我不禁感叹科学的奇妙啊！

这次的空中课堂让我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激发了我对探索



未知的'渴望。好奇之余，也引发了我对宇航员们在太空中的
一些思考。他们在吃饭时食物会飘起来吗？平时是怎样执行
任务的呢？在太空中生活与工作一定比在陆地上困难、危险
许多。想到这，我便更加敬佩宇航员们。正是他们不畏艰难，
勇于探索，牺牲奉献，才能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新道路，他
们是我心中最可爱的人。我们要努力学习，向他们看齐，成
为国家之栋梁，为祖国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六

20__年__月__日__:__，“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太
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
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

这是时隔8年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也是中国空
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此次“天宫课堂”是“太空授课”
的延续。和__年前一样，今天这堂课的讲授者依然有王亚平
老师。但不同的是，这堂课的讲台更大了——在中国自主建
造的空间站内，未来还将拥有“问天”“梦天”两个实验舱;
课程表的内容更丰富了——增添了太空细胞学研究实验展示、
浮力消失实验、泡腾片实验等新环节。

航天员老师们也热情地给同学们送来太空祝福。翟志
刚：“太空科技，奥秘无穷，未来属于你们!”叶光富：“天
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希望同学们张开梦想的风帆，
向无尽的宇宙远航。”王亚平：“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
张力无限。”

此次“天宫课堂”第一课，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壮举，它不仅
标志着中国已经能够熟练的运用载人航天技术，也意味着我
国的航天科学技术已经向教育领域迈出了一大步。体现了空
间站为国民教育服务的理念，彰显了我国强大的国力，激发
了同学们对宇宙空间的向往，对学习科技知识的热情。伟大
的航天精神、科学精神在更多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七

桩桩件件都让我感到大开眼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水在太
空失重环境下的各种表现：失去了重力的约束，水在太空中
会变成一个个小水珠。更神奇的是，没有重力的情况下，浮
力也就消失了!如同魔术般，水在宇航员叔叔的手中，乖乖地
变成了水膜，厚水膜，甚至一个水晶球，真是让人啧啧称奇!
观看了这堂直播课，我感受到太空的.魔力，科技的魅力，更
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投身祖国的建设!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八

通过这种形式的直播课堂，给孩子打开了全新的知识大门，
为学习树立了远大的目标。让他们直观的`了解到科技与知识
的伟大，在学习中更能够找到榜样，同时更明确自身的兴趣
与向往。

让“好好学习”不再成为空洞的口号，而是成为一个真正通
过努力去接近理想的桥梁。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九

在观看天宫课堂后，我深刻明白了航天工程对我国的重大意
义，也明白了科学的重要性作为一名新时代大学生不仅要做
到努力拼搏，还要做到时刻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祖国的安全做出自己的努力。作为一名北疆大学生使北疆
这道亮丽的风景线更加光彩夺目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担当。

不负韶华不负心，不负青春不负梦，在奋斗的道路上，每一
位青年都不能掉队，在实现祖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上，每
一个中国人民都不能掉队，在这美好的时代里，我们要不断
学习，坚持不懈，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用自己
的力量去助力祖国大业的完成，但行前路，无问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