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天宫课堂手抄报(实用15篇)
发言稿的内容要紧扣主题，关注听众的需求，以提供有价值
的信息和观点。发言稿的表达要真实、自然和自信，要充分
展现自己的思想和个性，以赢得听众的认同和共鸣。下面是
一些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发言稿，这些范文通过独特的视角
和感人的表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一

空间站里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样的空间站是太空中最
靓丽的风景线，也使我们倍感亲切。航天工作者们克服了无
数的困难，严酷的挑战铸就了航天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崇
高的使命焕发了航天人特别能攻关的精神。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更应该学习航天员们的这种精神，
在学习上多下苦功夫，好好学习。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和挫折
不要退缩，一往直前。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二

昨天晚上，和孩子一起看了天宫课堂，好看。叶光富，王亚
平，翟志刚三位老师上课，主要演示了一些太空的奇妙现象，
孩子多次给我说她也想去，那就加油吧。

在那里完全没有地心引力，400公里高度，在地球大气层以外，
现在的科技真发达，听翟志刚说，在飞船升空和降落过程中，
忍受的肯定比过山车刺激多了。他们是英雄，国家的`英雄，
在太空里还要克服血管扩张，肌肉萎缩，哪有看起来那么轻
松啊。

我从心里佩服他们，周末开始了，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有
时间了去tigercat转一转。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三

本次的课程，还是由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配合进
行授课，在3点40分的时候，天宫课堂第二课终于开播了！

因为这一次的课程还是天上和地上配合着上课，所以开始前，
地面上的老师给我们讲了好多知识，终于可以见到航天员老
师们了。

本次的实验有四个，分别为：太空冰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
水油分离实验和太空抛物实验。这里面都隐藏着无数的物理
知识，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这次太空授课在太空失重
的环境下演示了在地面很难见到的物理现象，这种通过凸显
天地差异来教学的方式来上课非常的有趣，让我难以忘怀。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太空冰雪试验了，在太空中可以让液体
迅速结冰确实很有趣，以前我有见过饱和液体，但是不知道
这种液体还有那么大的乐趣，直接航天员们把饱和液体装在
袋子里，再一点一点的挤出来，由于在失重环境下，饱和液
体挤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球，一挤出来的时候，饱和液体就
迅速结冰，变成了一个冰球，没想到一瓶液体就可以玩那么
多的花样。

还有太空抛物实验，连在前几个月很火的冰墩墩也上场了，
平常我们在地面上扔东西时就会掉在地面上，而在失重环境
下不会，扔冰墩墩的时候就可以很自然的扔过去，这个动作
让我印象深刻，原来，在太空中还那么好玩，我真想上天看
看啊，体验一下失重的感觉！

这次的课程让我印象深刻，也激发了我对航天的学习兴趣，
真希望在未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天上去，感受一下
宇航员的感觉！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四

在天宫课堂第四课的观看过程中，我被中国空间站的梦天实
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所深深吸引。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三
位航天员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在太空中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
我对太空站的运行和运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球形火焰实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地球上，火
焰呈现出一种形态，而在太空中，由于无重力的影响，火焰
的形态会发生改变。通过观察球形火焰的实验，我了解到在
太空中，火焰形成了一个球状，这是因为燃烧产生的热气不
受重力的限制而自由扩散。这种实验为火焰传播的机制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和研究基础。

接着，奇妙的“乒乓球”实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在太
空中，由于缺乏重力的`影响，乒乓球受到风的吹拂后会自由
飞行，速度比在地球上更快。通过这一实验，我们可以更直
观地感受到在太空的环境下物体的运动特点，也进一步了解
了重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而动量守恒实验则给了我一个更深刻的思考。在实验中，航
天员分别掷出两个球，由于互相碰撞而改变运动方向。这引
发了我对动量和能量的思考和探索。通过这个实验，我意识
到动量的守恒定律适用于任何环境下，无论是地球上还是太
空中，我们都可以将其应用于物体的运动分析中。

最后，又见陀螺实验让我对陀螺的运动规律有了更深入的理
解。陀螺在太空中旋转时，由于没有重力的限制，它的旋转
轴保持平衡且不受外力干扰。这使得陀螺能够保持稳定的旋
转状态，给了我对陀螺在太空中运动规律的新认识。

通过与地面课堂进行的互动交流，我们不仅可以直接与航天
员进行互动，还能听到他们在太空中的经历和体验。这种天
地互动的方式更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和



接受所学知识。

天宫课堂第四课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
验室的重要性，也让我对太空科学有了更大的兴趣。通过这
些有趣的实验和交流，我对太空中的物理现象和科学原理有
了更深入的认识。我相信，在中国空间站的探索中，我们将
不断发现更多有趣的科学问题，并为人类的探索事业贡献力
量。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五

今天我们去看了直播——太空舱的结构。记忆最深的是太空
舱里面的科学实验，因为太空失重，所以最简单的`转身在太
空中与地球也是不同的。通过观看我还知道了，要想去太空
必须锻炼好身体，因为太空中血液往上流，所以不锻炼身体
就容易生病。太空舱中可以看到外面美丽的星空。在太空舱
中水是可以循环利用的。宇航员每天必须睡到睡袋中，不然
就会撞伤。

通过观看，我也好去太空看看，体验一下在太空中遨游的感
觉。我还希望中国的航天事业越来越好，我的祖国越来越好。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六

在观看了天宫课堂第四课的活动后，我对中国空间站的梦天
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太空科学实验
有了更多的兴趣。

首先，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三位航天员向我们展示了梦
天实验舱的工作生活场景。他们展示了太空站内的各种设施
和装备，让我们了解到航天员在太空中的`工作和生活是如何
进行的。他们的介绍让我感受到了太空站的宽敞和舒适，同
时也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航天员在太空中的艰辛和困难。



其次，航天员们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实验，包括球形火焰实
验、奇妙“乒乓球”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及陀螺实验。这
些实验不仅展示了太空中的科学现象，还让我们了解到科学
实验在太空中的特殊性。通过这些实验，我更加深入地了解
了物理学中的一些概念，比如火焰的燃烧过程、动量守恒定
律等。这些实验不仅增加了我的科学知识，也激发了我对科
学研究的兴趣。

最后，我很喜欢航天员与地面课堂进行的互动交流。他们回
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并与同学们分享了他们在太空中的
经历和感受。这种互动交流让我感到航天员和我们之间的距
离变得更近了，也让我更加期待有一天能够亲眼见到航天员，
听他们讲述他们在太空中的故事。

通过观看天宫课堂第四课，我对中国空间站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也对太空科学实验有了更多的兴趣。我希望未来能够有
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太空科学研究中，为人类的探索和发展做
出自己的贡献。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七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观看了天宫课堂，是由神舟十
三号的宇航员们给我们上的外太空科学实验。这些实验妙趣
横生，我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里面的一些实验让我印象深刻，
比如油水分离实验，把油和水摇一阵子后油和水会自动分离。
而在外太空中，把水和油混合后竟然没有自动分开，这让我
很震惊。那怎么把他们分开来呢？一个问题在我脑中浮现。
之后，他们告诉了我们如何分开：用离心力。而离心也很简
单，把瓶子用力绕圈子甩就可以。看了这实验，我不禁感叹
科学的奇妙。同样，我也很期待下一次课堂。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八

通过观看《天宫课堂》第四课，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空间站



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它作为太空科
普教育基地的巨大潜力。

在这一课中，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向
我们展示了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的工作生活场景。通过他
们的介绍，我了解到了太空站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状态，对于
一直以来对太空探索充满好奇的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
会。

在梦天实验舱中，航天员们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实验，例如
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及陀
螺实验。这些实验不仅仅是为了科学研究，更是为了向地面
的课堂进行互动交流。通过这种天地互动的方式，航天员们
能够将太空中的科学知识传递给地面上的学生，让他们更好
地了解太空探索的意义和价值。

观看这一课程，我不仅仅对太空探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
对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和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中国空间站不
仅仅是我们国家的'太空实验室，更是一个重要的太空科普教
育基地。通过这样的课堂活动，我们的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
感受到太空探索的魅力，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

我相信，随着中国空间站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将能够看
到更多类似《天宫课堂》这样的太空科普教育活动。这不仅
仅是对我们国家科技实力的展示，更是为了培养下一代对科
学的热爱和探索精神。

总之，通过观看《天宫课堂》第四课，我对中国空间站的重
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太空科普教育的意义有了更深
入的理解。我期待着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类似的太空科普教育
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太空探索的奇妙世界。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九

今天我们观看了天宫课堂，就是这节课让我知道了如今祖国
科技的发达！

从宋老师的话中，我知道了在问天实验舱中，有四个实验柜，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作用。我还了解到，实验舱中有一个实验
室，科学家花费了许多心血，将原本几十平米的实验室压缩
到最后的两平方米。你可别看它小，但它可以进行多种难度
不一的项目。这些无一不让我惊叹！

古时祖先们向往天上的世界，而如今我们中华儿女使用先进
的科技完成了先祖的梦想！这是传承，更是创新！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十

“太空探索永无上境”，3月23日下午，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相互配合，在距离底面400公里的中
国空间站讲授“天宫课堂”第二课。

看完直播后，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水球变冰球，王亚平老师从
水袋里挤压出液体，用蘸有粉末的小棒触碰到水球，它开始
结冰了。

原来“水球”成分是过饱和的乙酸钠溶液，只需加入一点点
结晶核颗粒，“液体球”便会迅速结晶，结晶过程中还会释
放热量。我不禁感叹：原来在空间站中，还能做这么有趣的
实验。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可以在太空中开辟出一片
新天地。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十一

太空授课更在于营造出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社会氛围。正
如女航天员王亚平在接受采访时所说，面对浩瀚的宇宙，我



们都是学生。科学永无止境，探索不断前行，在一个未知的
广袤领域，只有以谦卑的姿态、勇往直前的力量才能探索出
那神奇的奥妙。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当代中国
人的重大历史责任。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
顺，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要坚持推进创新，使科技创新
成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要坚持促进创
新链、产业链、市场需求有机衔接，包容创新育人才，方能
广纳贤才，为创新提供坚实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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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潮流在呼唤年轻一代为科学而努力探索，
但鼓励他们奋发前行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太空授课的深层
次意义便在于此。

探索任重道远，多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激发学子对于未知世界的求知欲与渴望，树立全社会为创新
而奋斗不息的信念，让梦想张力无限。寻梦过程，无疑体现
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默默奉献、坚定顽强的民族精神。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十二

神舟出征传递实干拼搏之力。星辰大海不会自己向我们走来，
也不会主动面向我们变得越来越广阔，必须有我们自己去开
辟、去拓展。广大航天工作者培育和发扬的“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是
“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和发展。迈向星辰大海的每一步，
都有中国航天人踩下的坚实脚印。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
史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征途
漫漫，惟有奋斗，亦呼唤我们靠实干拼搏，向着星辰大海前
行。

神舟出征焕发开拓创新之力。“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
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逐梦之路



绝非一马平川，而正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坚定不移开拓创新，
不断解决“卡脖子”问题，勇于走向科技“无人区”，推动
了中国航天科技的持续进步，奇迹迭出。有鉴于此，我们更
应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梦想必然要始终洋溢革故鼎新、一往
无前的勇气，善于创造、善于创新的锐气。只有敢破敢立、
敢闯敢试，才能跨越前行路上的“雪山”“草地”，征服前
进途中的“娄山关”“腊子口”。

回首来时路，艰辛而辉煌;展望未来景，任重而道远。神舟出
征激荡迈向星辰大海的更强劲的力量，而我们的任何事业、
任何梦想，也同样期待着我们以理想信念之力、实干拼搏之
力、开拓创新之力，不断开启更为广阔的星辰大海。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十三

在王亚平老师的说明下我们知道了对于我们来说比较神秘的
内部结构。哇，真的和我们的家里一样，装备齐全，有冰箱，
微波炉等各种厨房设备。

好玩的是我们地球上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在太空却与众不同
了，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喝水，只需在杯中倒水，到嘴边喝
几口便成了，可是，在太空中宇航员喝水必需使用专用的袋
子，要么就把水倒出来，大张着嘴接，因为在无重力的情况
下水是会往上流的。再比如，在地球上睡觉，躺在床上，两
眼一闭就可以呼呼大睡，但是在太空中，宇航员只能用睡袋
来入眠，不然会到处乱飞。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十四

今天，我们观看了宇航员在外太空中给我们讲课，不仅如此，
还给我们做了一些实验。有个实验是这样的，在地球上将颜
料滴入水中，再放上泡腾片，只见里面没有一点气泡。而在
外太空中，王亚平女士将颜料滴入水中，再把泡腾片放入，
而水中全是气泡。从而可见，在不同的地点，就算做相同的



事情，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天宫课堂手抄报篇十五

生动的课堂如夜中的明灯，引领我们走近太空，帮助我们明
晓了知识，同时又点发了我对太空的热情。不由得对太空充
满了好奇，想以热情来探索太空，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仍记
得有一首诗中诗人写道，宁愿变成一根树根深扎地底，也不
愿在星空中飘浮。我却想说，我愿意在星空中漂浮、探索，
来满足自己的好奇、愿景。用热情探索太空，探索未知的领
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