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载人飞船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
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下面我帮大家
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载人飞船心得体会篇一

夏风微拂，为神舟飞船送行。浩瀚苍穹，盼飞天英雄到来。

2022年6月5日10时44分，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长征二号f运
载火箭托举着载有3名航天员的神舟十四号飞船，从大漠深处
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飞赴苍穹。

这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也是中国人的第9
次太空远征。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2年6月5日10
时44分，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
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577秒后，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火箭腾空而起的时刻，天和核心舱和天舟货运飞船组成的中
国空间站正飞临上空，等待着新家人的到来。

乘舟巡宇，再探天河。全部由我国第二批航天员组成的飞行
乘组将在轨工作生活6个月，主要任务是配合问天实验舱、梦
天实验舱与核心舱的交会对接和转位，完成中国空间站在轨
组装建造等。



建造属于自己的“太空家园”，中国航天人接力奋战了30年，
中华民族也期盼了千百年。

载人飞船心得体会篇二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载人飞船已经从科幻小说中变成
了现实。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载人飞船“天
舟”和“神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幸参与了一次仿真载人飞船任务，并从中体会到了很多，
让我对载人飞船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首先，载人飞船的设计和研发需要严谨的工艺和技术。在参
与仿真任务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航天器设计的复杂性。
为了确保载人飞船在太空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航天科研人
员需要不断进行实验和验证。他们需要解决各种工程难题，
如重量控制、系统集成、热控制、生命保障等。这不仅需要
过硬的专业技能，还需要团队合作和跨学科的综合能力。

其次，载人飞船的任务需要细致的筹划和准备。载人飞船任
务需要彻底的计划和精心的准备工作。在仿真任务中，我们
的每一步行动都需要经过反复的演练和调整。从检查仪器设
备到进行空间行走，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并始终保持高度的
警觉。只有通过细致的筹划和准备，才能确保载人飞船任务
的顺利进行。这无疑对航天人员的知识、技能、记忆和反应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载人飞船的任务需要团队的协作和配合。在载人飞船
任务中，每个人的工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任何环节的疏漏
都有可能导致任务失败。因此，良好的团队协作和紧密的配
合对于载人飞船任务的成功至关重要。在仿真任务中，我们
学会了互相信任、互相帮助，遇到问题时能够迅速解决。这
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作为一个团队，只有通过协作和配
合，才能完成艰巨的任务。



另外，载人飞船的任务需要应对意外和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
在太空环境中，任何小的意外都可能对飞船和航天员造成巨
大的危害。为了保障航天员的安全，我们在仿真任务中进行
了一系列的突发状况演练。这些演练不仅锻炼了我们处理突
发情况的能力，也增强了我们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意外
和突发情况时刻都可能发生，只有通过经验积累和平时训练，
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

最后，参与载人飞船仿真任务让我深刻意识到了航天事业的
伟大和重要性。载人飞船不仅是人类探索太空的工具，更是
民族自豪感和科技实力的象征。通过参与这次任务，我备受
鼓舞，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无比自豪。我深信，随着
科技的不断进步和航天技术的发展，中国载人飞船必将在未
来发光发热，为人类的太空探索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通过这次载人飞船仿真任务的参与，我对载人飞船的
设计和研发、任务的筹划和准备、团队的协作和配合、应对
意外和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以及航天事业的伟大与重要性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感悟。这将对我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产生积
极的影响，促使我更加热爱科学技术，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载人飞船心得体会篇三

“天宫课堂”第二课即将开始，由航天员在轨演示太空“冰
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水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实验，
大家期待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天宫课堂优秀观后感六
篇，以供大家参考！

这次太空授课真是令我大开眼界，看了之后最 大的感受就是
科学世界真是太神奇了。科学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改变
着我的世界观，因为科学的办量，我们走进了太空，这在以
前根本就不敢想象的，而今天的授课，让我们每一个学生都
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科学的力量。



看到小小志愿者给大家展示的场景，还有翟志刚、王亚平、
叶光富出仓后的一句“感觉良好”真是无比激动，这堂课我
学到了很多知识，关于太空的一些物理现象，虽然太空还是
离我们很远，但是，我相信未来我们征服太空也不是不可能
的，宇宙之大，我们还需要继续去探索。

在未来的生活里，我还会多了解更多的太空知识，好好学习，
我也希望长大以后能为航天事业做贡献，向我们“中国梦太
空梦”的实现靠近！

我喜欢挂在“天宫”空间站的美丽夺目的中国结，它正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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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空里要控制自己的身体以适应失重感，像一条鱼儿一样
四处游走。吃的饭菜原来是在地球上事先做好的。培育太空
植物，是飞行任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太空中，虽然不能像在地球上那样冲热水澡，但是洗脸洗
头发都没有问题。科研人员专门研制了分解洗发液——不仅
可以把头发洗得很干净，还十分节约水。空间站的水非常宝
贵，所以要尽可能地节约用水。

在空间站睡觉就更有趣了。只要一个睡袋就可以，睡袋一般
要求固定在舱壁上，但只要你愿意，也可以睡在任何地方，
比如睡在天花板上。

在空间站也有许多休闲活动，可以和家人打视频电话，可以
从舷窗边欣赏日落时美丽的地球，还可以进行晨练，晨练项
目是中国传统健身项目——太极拳。

最重要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出舱活动了。穿好“飞天”
服，通过气闸舱来到舱外，通过地面调度人员和舱内同伴的
共同努力，成功地在舱外完成相关任务。



在太空也有许多喜事：种植的水稻抽穗了，迎来了太空快递
员，也迎来了新伙伴来进行工作交接。在太空驻留了三个月，
很快就要告别“天宫”空间站返回地球了，想到很快就能见
到地球上的亲人，非常激动。

太空本身已经非常迷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每出现带
有五星红旗的一切，都愈发使每一位中华儿女倍感亲切与自
豪！

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三号，从一人一天到三人半年，中国人
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从未停止。

半个多世纪前，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现如今，鲜艳的
中国红闪耀太空。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航天
梦”早已汇入伟大的“中国梦”，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
的惊鸿之笔。

“嫦娥”奔月、“北斗”指路，“天问”问天、“天宫”览
胜，“玉兔”探月、“祝融”探火、“羲和”探日……一个
个饱含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与文化传承的任务，一次次展
示着中国航天勇攀科技高峰的探索成就，展现了伟大的中国
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九霄逐梦再问天，阔步强国新征程。中华民族对无垠宇宙的
探索，永无止境。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
还。航天征途上每一步创新和突破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代代
航天人的艰苦奋斗、不懈拼搏、自主创新，成为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共同记忆。

又是一载金秋十月，又是一度家国梦圆。这次太空之旅，不
仅能刷新中国人在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进一步开展更多的
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我们更能
和他们一起体验在太空过春节……科学探索再次与航天梦想
在太空奏响协奏曲。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正如女航天员王亚
平在出征前所说，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
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
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

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一方面，青年干部必须要接好革命事业的“接力棒”，在党
的奋斗史中提炼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奋进，要学做老黄牛，
发扬不在乎得失的奉献精神、兢兢业业的责任心，担起新时
代开创的重任。另一方面，要以“正青春”的`奋斗姿态和精
神状态，努力学习，增长本领，积极作为，答好青春“担当
之卷”，在民族复兴这场“接力赛”中，跑出属于青年一代
的好成绩。广大科研工作者，应进一步弘扬航天精神，永攀
科技高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发扬“原得此生长报国”的爱国精神。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
初期，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
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许多研制工作者甘当无名英雄，
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
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动人诗篇。新时代的科研人才要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坚
定科技创新、服务国家的思想，将对事业的追求融入国家的
需要，继承前人爱国奉献的传统，以国家和民族需要为研究
导向，在科学报国、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实现个人、事业、
国家的完美融合。

发扬“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奋斗精神。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
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老一辈
科研工作者们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他们运用有
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奋图强，锐
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两弹一星”事业
的伟大胜利。身处这个时代，我们无疑是幸运的，不论是生
活环境还是科研条件，都远比老一辈科学家不知要好多少。



当代科研工作者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大力弘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各自的领域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创造
出新的成绩。

发扬“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团结精神。在研制“两弹一星”
的不凡历程中，来自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成千上万的科学技
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团结协作、群策群力，
汇成了向现代科技高峰进军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用自己
的辉煌业绩，为中华民族文明创造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科学研究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群体劳动，在科研活动中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影响着科研协作和科研计划的完成。
广大科研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协作意识、服务意识，
盯紧共同的目标，在充分发挥各自特长的同时，做好相互配
合。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已于10月16日发射，飞行乘组由翟志刚、
王亚平和叶光富3名航天员组成。从9月17日神舟十二号返回
地球到神舟十三号发射，时间仅过去短短一个月。按照计划，
神舟十三号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
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与天和核心舱及天舟二号、天舟
三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航天员将进驻核心舱，按照天地
同步作息制度进行长达6个月的工作生活。这就意味着，相较
于神舟十二号，此次太空挑战的时间更长、难度更大、要求
更高，航天员将在太空与我们共同守岁，迎接农历壬寅年的
到来。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人类对太空的
向往和探索从未止步。然而身处太空，浩瀚苍穹看似壮美寥
廓，实则挑战着航天员的心理与生理极限，更经历着很多惊
心动魄的瞬间。据航天员杨利伟回忆，在执行“神五”任务
时，火箭上升阶段意外出现8赫兹左右低频振动，与人体内脏
产生长达26秒的共振，此时杨利伟感到了五脏六腑似乎都要
碎了一般，令他异常痛苦，可他却咬紧牙关告诫自己“坚持
一下，再坚持一下”。事实上，这漫长的26秒共振，只是我



国载人航天“首飞”征途上千难万阻、千辛万苦的一个小小
缩影，但却画出了中国航天人英勇无畏、舍身为国的“爱国
群像图”。

在神舟十二号离开地球的3个月，3名外人眼中光芒四射的中
国航天员，均来自普通而朴实的家庭。当他们远离地球、巡
游寰宇、辛勤工作时，留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在一如既往、
年复一年地耕耘劳作。中国航天人的奉献和担当，始于热血、
恒于信仰、终于爱国，他们把使命和重担铭刻心间、扛在肩
上，把荣誉和光环归于祖国、献给民族。

“因热爱而执着，因梦想而坚持”，这是执行神舟十三号飞
行任务的航天员王亚平的一番话。每一次针对空间站任务的
水下训练，体能消耗都相当于跑一次“全马”，累到手抖得
连筷子都拿不稳，但他们累并快乐着。每次离心机训练都要
最多承受8个g的过载，脸部会变形、胸部会因受压而呼吸困
难，但航天员大队成立20多年来，从未有人按下“暂停按
钮”。这种身体可以“过载”，信仰和精神永远“轻装上
阵”的状态，诠释的是一种信念、一种意志。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今天的中国航天人身上穿越时空、
力透纸背，焕发出震撼人心、摄人心魄的强大力量。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在精神上有怎样的海拔，就能攀登怎样的高度。虽然我们不
能同神舟十三号的航天员一样把足迹留在浩瀚苍穹，但我们
可以在新的长征路上，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在祖国建设的各行各业甘做“孺子牛”、勇做“拓荒
牛”、常做“老黄牛”，不断以爱国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铸
魂补钙、淬炼成钢，始终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闯劲
和“风雨无阻向前进”的韧劲，不断开创新的历史伟业、标
注新的精神海拔！

振奋人心的那一刻，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先后进
入天和核心舱，后续将按计划开展相关工作。



我国高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神舟七号发射成功，5g互联网研究
与产业化获得重大突破，我国"首条国际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
在京津两大城市间开通，"首个中国人基因组序列研究成果发
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建设任务圆满完
成，"曙光5000a跻身世界超级计算机前十。

蛟龙深潜，嫦娥探月。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进步。重大科技成
果持续涌现，科技创新日趋活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千年梦想，今朝实现。去年7月23日，天问一号在文昌航天发
射场由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天问一号于20xx年2月到达火星，实施火星捕获。20xx年5月
择机实施降轨，着陆巡视器与环绕器分离，软着陆火星表面，
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开展巡视探测等工作，对火星的表面
形貌、土壤特性、物质成分、水冰、大气、电离层、磁场等
科学探测，实现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技术跨越[5]。深空探
测将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为服务
国家发展大局和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截至20xx年2月3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总飞行里程已超
过4.5亿公里，距地球约1.7亿公里。

我们正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
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
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神舟十三号的航天员按计划将在轨驻留6个月，在这6个月时
间，主要工作是要进一步验证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的关键技术。
具体来讲，就是要和核心舱、天舟二号、天舟三号一起配合
进一步验证。

科技强，则国强。自信之路成功，为中国航天点赞。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祖国
的强大。

载人飞船心得体会篇四

作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尝试，载人飞船是重要的工具之一。近
年来，各国相继研发出自己的载人飞船，并成功进行一系列
载人任务。我有幸亲身参与了其中一次载人飞船任务，这次
经历使我深刻体会到了载人飞船的重要性以及人类探索宇宙
的伟大意义。

首先，载人飞船为人类提供了深空探索的机会。随着科技的
迅速发展，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兴趣日益增长，而载人飞船则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通过载人飞船，人们可以深入
太空，实地研究星球、观测恒星，甚至搜索外星生命的迹象。
这对我们了解宇宙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以及人类在宇宙中可
能发展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载人飞船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在载人飞船的
舱内，科学家们可以进行各种实验和研究，以进一步推动人
类科技的发展。太空中的微重力环境能够促使很多科学现象
展现出与地球上完全不同的特性，这为物理学、生物学等多
个学科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同时，载人飞船也为载人
太空站等科研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这些载人太空
站将成为未来人类深空探索的基地。

再次，载人飞船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太空科技已成为当今国家竞争的重要方向，而载人飞船
作为太空探索的代表，不仅是技术实力的象征，也是体现国
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能够成功研发并发射载人
飞船的国家，不仅在科技、工程领域具有竞争力，更能提升
国家的综合实力，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最后，载人飞船的发展对于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也具有重



要意义。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类必须寻找新的生存与发
展空间，而太空则是人类追求永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载
人飞船的研发与应用，不仅可以在太空建立居住与工作基地，
实现太空资源的利用，也可以为人类在其他星球上建立永久
殖民地提供技术支持。这将为人类的未来发展开启新的篇章，
也为解决地球上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

总结起来，载人飞船作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工具，具有重要的
意义和价值。它为人类提供了深空探索的机会，为科学研究
提供基础条件，也能提升国家的实力。最重要的是，载人飞
船的发展对人类长期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不断
推进载人飞船的研发和应用，人类将有更多机会了解宇宙的
奥秘，推动科技的进步，实现挑战更大目标的梦想。

载人飞船心得体会篇五

我曾有幸获得一次乘坐载人飞船的机会，这是我人生中一次
难得的经历。在这段旅程中，我深刻体会到，积极的心态是
成功的关键。在面对种种困难和挑战时，只有保持积极的心
态，才能克服困难，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二段：团队合作是确保安全的根本

在载人飞船的旅程中，团队合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个
人都发挥着独特的职责，协同工作，以确保飞船的安全。无
论是飞行员、航天员还是地面控制人员，都必须相互信任，
并密切配合。只有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尽自己的职责，才能确
保任务的成功完成。

第三段：制定详细的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载人飞船的任务需要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细节决定了成
功与否。在规划乘坐载人飞船之旅时，我们需要详细安排每
个阶段的任务和行动。只有在事前认真规划，并做好所有准



备工作，才能有条不紊地执行任务，确保航天计划的成功。

第四段：心理素质的培养是必要的

乘坐载人飞船是一项极限挑战，身体和心理的压力都会极大
地增加。因此，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必要的。我体会到，
要保持稳定的心态，需要有冷静、勇气和适应能力。在面对
任何困难和意外时，只有保持镇定并迅速反应，才能应对突
发情况，确保自身和团队的安全。

第五段：航天事业的意义和价值

乘坐载人飞船是一次梦寐以求的经历，也是我对航天事业产
生更深刻理解的机会。在这次旅程中，我看到了地球的壮丽
景色，并深刻领悟到“宇宙是那么的浩瀚，而我们的生命是
那么的渺小。”乘坐载人飞船让我明白了航天事业对于人类
文明和未来的重要性。它不仅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引擎，也是
挑战极限、追求未知的壮丽舞台。

总结：

在这次载人飞船的旅程中，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积极的心态、团队合作、详细的计划、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
对航天事业的理解，都是我从这次经历中获得的宝贵财富。
希望我的体会和体验，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对航天事业充满
热情，并为人类的探索进程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