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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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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上午十时，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国将首次在
神舟飞船上进行太空授课。这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在全球来
说也是第二次。因此，神十太空授课不仅是举国瞩目的一次
盛世，也是全球爱好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学者、朋友的一
次盛世。

第一次太空授课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早在1985年，美国宇航
局就提出了太空授课的构想，并且为此训练了两名女教师，
一个是麦考利夫，一个是摩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第二
年飞船升空时，麦考利夫与飞船一同殒梦地球上空——那次，
飞船“挑战者”号升空73秒后突然爆炸而破碎。

然而，摩根却并未放弃这个上天授课梦，为此她又准备了22
年。终于，在2007年，她在国际空间站里进行了世界上第一
次的太空授课，通过视频，给学生上了25分钟课，并展示了
宇航员在太空怎样运动、在太空如何喝水等情景。

无独有偶，此次我国同样是由女航天员来进行授课，但授课
的难度却比摩根那次要大得多——此次王亚平主要是展示在
失重环境下的一些物理现象，演示的不再是喝水、运动等我
们都早已比较清楚的内容，而是科技含量更高的物理概念。

王亚平在此次讲课中主要演示了五个实验，分别是质量测量、



单摆运动、陀螺运动、水膜和水球等5个基础物理实验，主要
是让青少年了解在失重条件下，物体运动会有何特点，液体
表面张力有什么作用，同时加深对质量、重量以及牛顿定律
等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这五个实验不要看起来简单，但其
背后蕴藏的物理知识却是令人惊奇而深厚的!

这次实验是他们事先自己划定的吗?其实不是。这次实验中的
部分问题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所征集到的，这不仅是航天
的一次突破，更是青少年自身的一次突破。因为只有具有演
示价值的问题才能被征集，这要求我们青少年需要补充更多
的相关知识，让自己从里到外充实起来，不能外强中干腹空
空。

有人询问太空中的生活用水是不是循环使用的。我对这个问
题也很感兴趣。指令长聂海胜告诉我们，飞船中的用水是从
地球带上来的，但目前还不具备循环利用功能，因为这需要
更先进的技术和复杂的设备。听了这话，我不禁有些心酸，
他们在太空中的生活该有多艰苦啊。

也许，太空生活用水的循环利用是否能够实现就需要看我们
青少年这一代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
人对神秘的太空感兴趣，愿意为我们的航天事业发挥出更大
的力量，向我们“中国梦 太空梦”的实现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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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星辰大海，中国征程壮美。回顾航天路程，从一曲《东
方红》响彻寰宇，“两弹一星”让世界瞩目，“载人航天”
挥就惊鸿之笔，到“嫦娥”奔月，“北斗”指路，“玉兔”
登月，“祝融”探火……美丽中国的航天传奇，需要我们发
扬其精神，昂首阔步，再续辉煌的未来!

国无精神难富强，意志可助谱新章。中国航天事业起步艰难，



但中国航天人坚守载人航天精神，最终换来了遨游九天的累
累硕果。雄健的精神意志支撑着伟大的中华民族越过激流险
滩，闯关夺隘。国有精神，方能富强!

生逢其时负重任，矢志奋斗奏华章。吾辈应如航天人，立鸿
鹄之志，执着奋斗，永不言弃。浩瀚星空是一张不设交卷时
间的“考卷”，需要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用智慧和汗水去“作
答”。面向未来，航天事业还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我
们要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执着精神
去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科技创新来助力，载梦火箭梦升空。吾辈应如航天人，笃学
敏行，自强不息。空间领域是基本学科知识与综合能力运用
的集中领域，体现航天人知识能力与技术，彰显一个国家的
科学技术水平。我们应当发扬航天人终身学习的精神，不断
沉淀阅历，提升自己，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应当
把“自强不息”刻在心上，把“无私奉献”披在肩上，
把“终身学习”装进行囊，一路高歌奋进!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吾辈应如航天人，守赤
子之心，甘于奉献，报效国家。“时代楷模”邓清明时刻准
备着响应国家的号召，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备份的只是任务，
要以主份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航天人当中，有多少默默
无闻将青春奉献给祖国的奋斗者啊!让我们心怀奉献精神，将
涓滴之力凝聚成磅礴力量，让世人见证“功成不必在我，功
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

鲁迅先生曾言：“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
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
井泉的。”无论在日常生活、工作岗位还是网络空间，我们
都应如航天人一样，以一往无前之态势，破万千磨难，赢辉
煌盛世，用自己的光和热照亮迈向太空的漫漫征程!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坚信，大力弘



扬载人航天精神，必将迎来国之盛世，必将为人类带来更美
好的未来。

奋斗吧，青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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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航天是人类航天活动中系统最为复杂、难度、要求最严
的系统工程。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规划，今明两年将实施11
次飞行任务，包括3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次货运飞船以及4次
载人飞船发射，于2022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建成国家太
空实验室。之后，空间站将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

每次飞行任务都是一项“大工程”，背后凝聚着成千上万人
的心血智慧。

巴丹吉林沙漠深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内
灯火通明，人影绰绰，工作人员穿行在飞船箭体与测试仪器
之间，日夜奔走忙碌。

航天事业被形容为“千人一发箭”，任何环节都事关成败，
谁都不能掉以轻心。作为中国航天员进出太空的航天母港，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一丝不苟的态度搭建安全的“登天梯”。

“数十人的吊装团队协同执行任务，每一步操作都不能出错，
吊装对接误差更是小而又小。每个产品只允许一次吊装落位
成功，没有重来的机会，不能有丝毫闪失。吊装对接火箭，
一圈数十个螺栓要一次性全部对准连接。”基地工作人员石
创峰承担吊装工作，为了做到既快又稳，他自创训练方法，
在吊钩上系着焊条，操作吊车从高空将其插入啤酒瓶口里。
练到最后，他和同事挥动笨重的吊车铁臂，就像挥动自己的
手臂一样灵活自如。

飞行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团队把保护航天员生命安全作为底线，在神舟十二
号发射、飞行、对接、停靠、返回等任务各阶段，都准备了
确保航天员安全的预案和举措，还将首次启用载人飞船应急
救援任务模式，全力保证航天员安全往返天地间。

只有真正了解载人航天工程的起点在哪里、道路在哪里，才
能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更好地前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
由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准备期间，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发射队临时党委带
领大家赴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缅怀聂荣臻元帅、众多革命先
烈的英雄事迹，号召大家以强烈的责任感、精湛的技术和奋
勇拼搏的精神完成此次任务，稳操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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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喜迎20__年，张灯结彩的时候，迎来的不是过年的欢
声笑语，而是冠状肺炎病毒的蔓延。触目惊心的数字与日俱
增，四千、五千、一万，每增一点都牵动着国人的心。

磨难压不垮、奋起正当时。在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特殊时刻。

灾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责任。“白衣天使”是战“疫”一线
“最美逆行者”，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义无反顾地奔赴疫情
防控一线，用专业的医疗技术与病毒抢时间，用强大的责任
心守护着每一个病人的生命安全。

总有一种力量激励我们前行，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亿万中华儿女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战“疫”路上的一个个“好
人”，一件件“好事”走进我们的视野，他们的事迹，他们
的名字……感动着我们，凝聚起社会正能量，号召着我们必
有信心和决心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普通人虽不能
亲临主战场，但我们能坚持在大战中坚定信心、明确了理想，



今后的岁月定将不负韶华。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势汹汹，给我们的生活蒙上了厚厚
的阴影。但是作为学生的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要
把这次的疫情当作学习的机会，去学习前辈们这种处变不惊，
舍己为人的精神，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机会，静下心来想一想
自己的人生规划，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把我们的祖
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另外，还要学会如何做好防护措施：第一。尽量不出门，如
果必须要去公共场所记得佩戴口罩;第二要勤洗手;第三不要
过度疲劳，这样会降低免疫力。不能吃野味，从自己做起，
从每一个家庭做起，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最后为逆行的勇士祈福，愿平安归来!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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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看到鸟儿它在天空中飞翔，我们人类也想在云雾缭绕之
间，观赏世界各地壮美的山河，聪明的人们便发明了飞机，
人类终于可以在天空中鸟瞰世界各地。但人类并不满足于现
状，有了更加宏伟的计划，要去发现太空，了解太空，认识
太空。于是设计师，科学家们齐心协力建造出了航天飞船。

看着电视上，网络中一张张浩瀚的宇宙的图片，美丽的星空。
长大后当一名航天员的梦想油然而生。幻想着，有一天，我
也能坐在航天飞船上，为祖国完成航天任务，这该是多么光
荣，多么开心的事啊!

在2003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相信每个中国人一定会记得。
在2003年10月19时58分，在酒泉卫星发生基地，中国首个载
人飞船“神舟五号”顺利发射，此时此刻，在场的人们沸腾
了;在电视机的人们沸腾了;全中国，沸腾了!



令人振奋的还有在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同样在酒泉卫星
发射基地，“神舟七号”顺利升空，但这次的任务与以往的
都不同，宇航员首次要离开航天飞船，在宇宙中步行，当宇
航员翟志刚离开船舱，在太空中挥起五星红旗时，注视着他
们的工作人员，群众的呐喊声、欢呼声、鼓掌声……谱写成
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交织成一幅令人心潮澎湃的艺术作品。

每一个“首次”，都令我，令我们激动不已，热血沸腾，使
我的梦想之火越来越猛烈。

中国，在六十年的发展中，有了导弹，核武器，有了人造卫
星，载人飞船，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能在太空漫步的国家。
有了这一切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

虽然，我们与欧洲的各个航天发达国家相比，这不算什么。
但是，我们这些少年的奋斗目标，就是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增
砖添瓦，我们承载着祖国，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定会奋发
图强，越飞越高。

载人航天事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座丰碑，它的
实践经验、它的伟大精神，无不闪烁着时代的光芒，激励我
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笃定前行。

载人航天精神激励我们自立自强。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
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主要依靠自身力量，
根据国情和国力，自主发展航天事业，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
的基本需求。当今世界，核心技术、高端科技已经成为“国
之利器”，谁能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谁就能赢得长远
发展的巨大优势。党的十九届_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
的战略支撑”，这是我们党科学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我们要学习航天人“特别能攻关”的进取精神，深刻
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努力突破“卡
脖子”技术，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功，不是靠
空喊口号喊出来的，而是靠一代代航天人的汗水和泪水换回
来的，是靠全国100多个行业、3000多个单位、几十万科技大
军风餐露宿、废寝忘食、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实干兴邦、
实干创造业绩，这是载人航天事业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新
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要学习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的
精神，以兴邦为己任，不负时代韶华。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在
民族复兴征程中各尽其责、各尽所能，苦干实干，14亿多中
国人就定能激荡出无往不至、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航船就一定能行稳致远、破浪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