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观看天宫课堂心得体会 学生观看天
宫课堂心得体会(模板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
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观看天宫课堂心得体会篇一

“5，4，3，2，1……”10月16日，在九泉发射中心，随着滚
滚浓雾涌来，神舟十三号发射成功了！不禁让人感到心潮澎
湃，热血沸腾。从天宫课堂中，我感受到了太空的奇妙：太
空中，失重力的情况下，万物都能漂浮；在太空中，天空不
再是瓦蓝瓦蓝的，而是深邃的黑色；星星不再眨它的眼睛。
王亚平老师带着我们参观了他们的住处，带我们做了“微重
力下表面张力显神威，水膜注水变水球”等的实验。既让我
感到不可思议，还让我明白了许多的知识。

太空中还有许多奥秘与知识等着我们继续去探索，太空竟是
如此的奇妙！

观看天宫课堂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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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天宫课堂心得体会篇三

在2022年3月23日下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了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和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进行的太空授课。

电视上，太空教学已经开始，航天员们通过一个个妙趣横生
的实验，把我们带进一个全新的太空环境。温柔的语调，幽
默的语言，让屏幕前的我睁大了眼睛，聚精会神，通过观看
这次太空授课，我也颇有感触。

王亚平老师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太空家园，又通过一些实验
让我们亲眼见证了地球上与太空失重环境奇妙的差别，各种
各样的实验是航天员和地面工作人员的精心准备，密切合作
的结果，是以先进的航天技术为保障的。

仰望太空，我们有牵挂，因为空间站里有我们兢兢业业的中
国航天员;我们有底气，因为中国航天人的是把满天神话变成
现实，“中国星”闪耀全球!浩瀚太空里有越来越多中国航天
员的身影，正在抒写着中华民族对浩渺星辰的浪漫情怀，
从“两弹一星”、“嫦娥”问月，到“北斗”指路、“天
宫”揽胜、“天问”探火，再到“神舟”系列傲游苍
穹、“羲和”追日………一次次突破、一步步前进，中华民
族向太空的探索已从月球、火星延伸到太阳;中国人民目光所
及，正在从仰望璀璨星空到求索暗物质和引力波，甚至打量
起太空中更深邃的未知区域。

上完这堂课后，我不得不为我国的航天技术感到骄傲，我为
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作为一名小学生，现在要好好学习，掌
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将来也要去太空探索奥秘。



观看天宫课堂心得体会篇四

今天老师带我们观看了神舟13号的课程，各个地区的人都在
观看，有北京，济南，山东等地方。神舟13号创造了许多个
第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水膜因为没有地球重力，
水能飘在空中，用水冲一下又变成一个圆圆的水球。最有趣
的是宇航员在里面滴几滴色素，从水球里面放一个橘子形的
泡腾片。不一会儿就像吃了好多好多气泡。不一会儿就变得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前跟乒乓球那么大，现在都有手掌
那么大了。

叶光富叔叔给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太空中转身。他首先尝试了
直接转身，可是转着转着他就飘起来了。然后他深呼吸一口
气，他选择了深呼吸这个转身，结果他只是跳了起来，没有
转身。他给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太空中转身。第1种就是借助工
具转身。第2种就是把双手伸开。等转身完后再把双手伸回来。
第3种是将右手旋转就可以转身了。

这个实验太神奇了，向所有宇航员致敬。这是多少人的梦想，
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人民
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
星闪耀即为信仰。

央视天宫课堂第二课直播尚未播出，稍后将持续为您更新。

观看天宫课堂心得体会篇五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
大家都知道载人航天工程，是当今高新技术发展中极具风险
和挑战的领域。要完成这一中华民族史上的壮举，不仅需要
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科技实力作支撑，而且需要巨大的
精神力量来推动，才能取得圆满的成功。

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从飞船设计、火箭改进、轨道控制、



空间应用到测控通信、航天员训练、发射场和着陆场等方案
论证设计，都瞄准世界先进技术，确保工程一起步就有强劲
的后发优势。面对一系列全新领域和尖端课题，科技人员始
终不懈探索、敢于超越，攻克了一项又一项关键技术难题，
获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生产性关键技
术，展示了新时期中国航天人的卓越创新能力。这些重大突
破，使我国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
航天人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一定要勇于站在世界科技发展
的最前列，敢于在一些重要领域和科技前沿创造自主知识产
权，大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努力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
席之地。

载人航天精神，是无私奉献的精神。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建
设者，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团队。中国
航天人勇敢地肩负起攀登航天科技高峰的神圣使命，为了祖
国的航天事业，淡泊名利，默默奉献。他们献出了青春年华，
献出了聪明才智，献出了热血汗水，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
命。他们用顽强的意志和杰出的智慧，将"一切为了祖国，一
切为了成功"写在了浩瀚无垠的太空中。

弘扬航天精神，我们青少年要紧紧聚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
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是民族的希望。梁启超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
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
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我们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唱响爱我中华之歌，
让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心中深深扎根。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
饱经沧桑、艰难曲折的奋斗历史，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焕发报效祖国的壮志豪情。

我们要热爱祖国文化，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
古国，中国文化集中体现了民族精神，我们要努力学习历代



经典著作及诗词、美文和名家名言，这是华夏各民族生生不
息、繁衍发展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民间文化，了解民间
艺术，要有民间文化知识、民间的情怀、情感，热爱我们祖
先留给我们的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肩负起发扬祖国民
族文化的责任。

热爱家乡，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激发热爱祖国江山的情感。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面向未来，融入世界，扩大自
己的视野，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从小培养“爱国
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的精神，立志为建
设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把自己铸就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