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航天筑梦强国有我手抄报 筑梦航
天演讲稿(实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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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航天筑梦强国有我手抄报篇一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来自x班的xx。今天我在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致敬航天
人，共筑星河梦”。

星空之上，深邃而迷人。我相信大家都在某一个夜晚抬头仰
望过星空，寻找那北极星、北斗七星、还有那长长的、泛着
迷人光泽的银河。日落云起，天光抹绯。疏落银河灿灿，泻
缕缕潺涓，一派璀璨。从人类仰望长天，见星，见云，见星
空的那一刻起，长天成了画卷，星空成了谜题，让每个醉心
者神思牵挂，心有向往。

星空之下，一代代人仰望着星空，疑问着、探索着。万户飞
天、嫦娥奔月、天问火星，寄托了先辈们的梦想和思考。一
路过来，“神舟十三号”已在前天凌晨发射成功，中国航天
人用自己的汗水经验铸成了一道铁打的阶梯，携着前人之愿，
一路伸向那未知的天空。回头看来，明代万户在飞天之前也
曾仰天大笑道：“飞天，乃是我中华千年之夙愿。今天，我
纵然粉身碎骨，血溅天疆，也要为后世闯出一条探天的道路
来。”万户飞天虽然不成，但那种探索的精神与英雄无畏的



气概却被后世流传下来，至今尤让人铭记。再往后看，那些
为了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人，虽然没有万户那样传奇的故事，
但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已然刻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航空飞天、火箭结构……这些距离我们似乎都十分遥远。那
些飞天的动人故事和激动新闻似乎也像星星一样，被我们熟
知而又似乎为我们疏远。刚好，本次“航天巡展进校园”活
动弥补了这一遗憾。在我校体育馆一楼和教学楼c楼同时展出
了与航天相关的实物，受到了大家的广大关注。于我来说，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火箭残骸。很难想象这些残骸是如何
在与空气的剧烈摩擦以及落地时的碰撞中仍然保持着原来的
样子。另外，如果细看，也能发现这一些航空材料内是由多
个三角形组成，也不奇怪这些部位的坚固了。为此，我还是
不得不惊讶于我国航天事业的科技水平之高。

本次航天巡展活动也带来了一位即将升空的新朋友——一颗
低轨道通讯类卫星。几天内，华二学子结合自身，查找资料，
奇思妙想，投稿了各种寓意深刻的名字。最终以六年级7班的
孙艺萌同学的创意“华曜星号”定稿。试想，今后祖国的天
空中有一颗我们华二人自己命名的卫星，正发挥着作用，何
等自豪！

一个精神融入一个梦想，古人屈原在《天问》中对寰宇有所
提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两千年前一句发问，现今有了令人满意的答卷——那是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以追赶、并跑、超越之势不可挡，展现出
的航天梦想与精神。科学家们也正是以航天人自强不息的无
畏，才永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这始终如一的精神，才
会众志成城、战无不胜，翱翔九天，追星不已。

诚然，航天事业需要一代代的不间断的研究与奉献。“不驰
于空想，不鹜于虚声”，仰望星空的同时也要脚踏实地。也
愿我们一同努力，坚定信念，看好空中星，走好眼前路，在
未知的前方一同踏路拓荒。也愿大家有朝一日能随风而起，



扶摇直上，去追寻自己心中那颗闪闪的星星！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航天筑梦强国有我手抄报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十年磨一剑，飞天梦终圆。

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是我国几代航天人默默奉献
的成果。留给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几代航天英雄们那
种：不畏困难、无私奉献的精神。

我们缺少的不就是航天英雄们那种不畏艰险，认真求实，无
私奉献的精神吗?在中国，有不少学生在“温室”中长大，稍
微遇着一些困难便放弃，不去克服它、战胜它，不敢跟困难
做斗争。比起航天英雄们不畏艰险，把困难踩到脚下。

相差有多么巨大呢?再比如说，我们在写作业时，写错一两个
字是非常很经常的事，可在航天研究部门，别说错一个字，
就是连一个标点符合也不能错。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爱国、奉献、成才，勤奋、求实、严谨，
学习载入航天精神，把航天精神转化为推动我们学习的动力，
转化为师生员工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自觉实践。

追寻英雄的足迹，感受榜样的力量，牢记英雄的精神。让我
们每个人从小事做起，这就是对航天精神最好的回报。

航天筑梦强国有我手抄报篇三

如今，经过人类无限的努力，无限的奋斗之后，这个神秘



的“白月盘”终于被世界所熟知，之前解不开的谜团被充满
智慧的人们一一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

许多科学家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播撒在了航天事业，为祖国航
天技术添砖加瓦。于是，中国科学家让“东方红”、“天
宫”、“嫦娥”、“神舟”等飞船陆续飞向遥远的太空。杨
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优秀的宇航员完成了意义重大的科
研项目，为祖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优秀的科学家和伟大的宇航员，我们国家的航天科研技术已
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不断地造福着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

望着这片茫茫星海，我想起了今年四月下旬学校组织的活动。
著名的专家——欧阳自远院士和申行运大队长为我们讲解太
空的奥秘，让我幻想着我也可以穿着宇航服，乘着飞船踏上
神秘的月球，去探索这个虽然每天都能看见，但却非常陌生
的老朋友，并且解开很多未解的谜团，为国家与人民做贡献。
想到这，更加坚定了我的航天梦！

下午，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还参观了“航天科技馆”，让
我明白：火星，金星，木星……人类没有探索的星球还有很
多很多，不仅仅只有月球。我想要探索它们，了解它们，从
那里带来新的资源，新的能源，造福人类。

又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又是一片璀璨的星空。当我将视线
转向头顶上的那片星空时，心中不由自主地浮现着耀眼的航
天梦。

航天筑梦强国有我手抄报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向中国航天英雄致敬”



当我们仰望星空，面对满天繁星，你是不是心中也会感叹宇
宙的浩瀚，人类的渺小，以及对地球之外的好奇。德国哲学
家康德说过：“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震撼人们的心
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
的灿烂星空。”

1961年4月12日，苏联航天员加加林勇敢地搭乘东方一号飞船
进入地球轨道，开创了人类载人航天的历史。经过前期充分
的论证与试验，七次试射中的最后两次才得以成功。人类这
首次的太空之旅并不顺利，加加林绕地球一周108分钟的太空
之旅可以说是险象环生。也正因为经历了如此多的不易，人
类的首次载人航天才更加值得铭记与纪念。加加林的壮举实
现了自古以来人类飞天的梦想，开启了人类探索太空的新纪
元。联合国大会2011年4月7日作出决议，将每年的4月12日确
定为国际载人航天日。

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迄今已整整60年了，人类的载人航天技术
取得了飞速的进步。这60年来，我们国家的先辈们披荆斩棘，
不懈拼搏，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实现了我国航天技术从无
到有，又经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默默付出，将我国的通天之
路修筑得足够宽广。2016年国务院通过确定每年的4月24日为
中国航天日，以此纪念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2021年4月24
日，我国迎来了第六个“中国航天日”。当1970年4月24日
《东方红》的音乐声响遍全球，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同时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
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序幕。2003年10月15日，
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中国成为继苏
联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如今，
中国开启迈向空间站的时代，触角伸向更远的星际。

杨利伟：中国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驾乘神舟五
号飞船在太空飞行21小时23分，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
梦想。2008年9月25日，神舟七号飞天，翟志刚和刘伯明、景
海鹏组成神舟七号飞行乘组，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太空之行，



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手持红旗，漫步太空；刘洋：于2012年6
月16日搭乘神舟九号顺利升空，成为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
她说：“被国家需要是最大的幸福”；景海鹏：中国三次出
征太空的航天员，2012年6月，圆满完成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
载人交会对接任务，2016年6月，他再次奉命担任指令长，执
行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完成与天宫二
号交会对接；王亚平：我国首个“太空教师”……成为一名
航天员，他们需要经过严苛的训练。天梯无捷径，唯有苦登
攀。他们为祖国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为了航天事业无怨无
悔。他们为祖国出征太空，把使命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他们
实现了中国航天梦，他们名副其实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航天英
雄。

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无人到载人，从一人到多人，
从太空行走到交会对接……中国航天在浩瀚太空，留下了一
个又一个脚印，中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代航天
人的辛勤付出。空间站建设、载人探月、火星探测……中国
航天的时间表正在加速。我们的征程未完待续，我们的征途
是星辰大海。

每次发射牵动亿万国民的心；每次点燃，筑就千年飞天梦。
今天，让我们致敬中国航天英雄！致敬，中国航天人！学习
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
献”的航天精神。我们航天中学作为一所航天特色学校，在
第六个中国航天日之际，我们初一1班全体同学倡议每一个航
中学子积极行动起来，学一个航天人，看一本航天书，画一
幅航天画，多了解航空航天知识，为未来筑起宏伟航天梦！
为中国航天日献礼！虽然我们现在还只是一名中学生，飞天
的梦还只是我们的梦想，可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地学习，
好好掌握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遇到困难勇于探索，锲而不
舍，将来就一定会像航天英雄们那样，乘坐巨大的宇宙飞船，
飞向美丽的太空，让我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航天筑梦强国有我手抄报篇五

按照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规划，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分三步来实
施。第一步是发射无人和载人飞船，将航天员安全地送入近
地轨道，进行对地观测和科学实验，并使航天员安全返回地
面。随着我国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于2003年10月16日安全返
回，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历史性突破，第一步任务已经完成。
第二步是继续突破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多人多天飞行、航
天员出舱在太空行走、完成飞船与空间舱的交会对接。在突
破这些技术的基础上，发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建
成完整配套的空间工程系统。“神舟六号”发射成功，即标
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二步计划开始启动，“神舟七
号”的成功发射，中国航天员出舱进行太空行走也已成功实
现。

第三步，建立永久性的空间试验室，建成中国的空间工程系
统，航天员和科学家可以来往于地球与空间站，进行规模比
较大的空间科学试验。

天宫一号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拥有建设初步空间实验
室，即短期无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的能力。

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建立自己的空间站。在中国的载人航天"
三步走"计划中，我国最终要建设的是一个基本型空间站，它
的规模不会超过国际空间站。

2030年以前，中国一定能实现载人登月的梦想。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运载火箭顾问组已经制定了登月计划的具体方案与实
施时间，但现在不便向外界透露。

据悉，中国的载人登月工程已进入到"嫦娥工程"二期阶段，
在此之后，中国2017年还将启动"嫦娥工程"三期行动。"嫦娥
工程"三期完成以后，中国将进入载人登月阶段，那时中国的
载人登月计划就会全部浮出水面。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



载人登月计划将会成为"嫦娥工程"的第四期工程。

根据中国科学家的设计，我国所计划采用的方式是先用运载
火箭将飞船送上地球轨道，随后飞船自行移动至月球轨道，
释放出登陆舱，降落在月球表面，宇航员登陆月球。活动完
成后，宇航员返回登陆舱，飞离月球，与在月球轨道上等待
的飞船重新对接，至此登月过程结束。

航天筑梦强国有我手抄报篇六

中国的航天事业起步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92年中国载人
飞船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进行研制这项工程后来被定名
为“神舟”号飞船载人航天工程。“神舟”号飞船载人航天
工程是中国在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规模最庞大，技术最
复杂的航天工程。1999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
船“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在酒泉卫星基地起飞。20_年10月15
日，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天空，
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20_年“神舟七号”也一遨游了
太空，再次带着全国人民的心飞向了太空。20_年“神舟八
号”无人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实现空间交会对接，并以
组合体方式成功实现在轨运行为举世所瞩目。我深信：我国
航天事业的每一次飞翔都牵动着炎黄子孙的心。

从1999年到现在，经过中国航天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航天
事业终于得到了突破。这突破一直被人们牢牢的记在心中。
希望在将来我国的航天事业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希望在将来
航天事业的鼎盛时期，大多数人可以亲自到宇宙中探索，揭
开广袤宇宙神秘的面纱，完成自己心中飞翔的梦。从现在开
始，让我们一起勤奋学习，以后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每当夜晚仰望皓月群星的时候，在图片上看到宇宙景象的时
候，在看着“神舟”号载人飞船拖着橘红色火尾从发射台上
冉冉上升形成壮观景色的时候，我心中对神秘的宇宙再一次
充满好奇心。“嫦娥奔月”“万户飞天”……千百年来无数



的人对神宇宙的奥秘充满向往，希望能寻找到开启宇宙奥秘
的金钥匙。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人类一定能找到这把金钥匙，文具盒
类对宇宙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让我国的航天事业达到顶峰。

航天筑梦强国有我手抄报篇七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伟大的实践催生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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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实践中，在攀登现代科技
高峰的征程中，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和部队官兵牢记党和人
民的重托，满怀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自强不息，顽强拼搏，
团结协作，开拓创新，表现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这一精神是我国航
天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巨大动力，也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
宝贵的精神财富。

特别能吃苦，体现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反映了
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广大航天人与苦作伴，以苦
为荣，从科研院所到试验基地，从荒凉戈壁到浩瀚海洋，到
处留下了艰苦创业的足迹，洒下了不懈奋斗的汗水。历尽千
难成此境，人间万事出艰辛。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广
大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的优良传统都需要发扬光大。

特别能战斗，是我党我军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特有优势，是战
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广大航天人不畏艰险，顽强
拼搏，不因遇到挫折而气馁，不因取得成功而懈怠，表现了



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实践证明，没
有过硬战斗精神的战士，不可能勇往直前；没有过硬战斗精
神的部队，不可能所向披靡。

特别能攻关，是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抢
占科技制高点的重要保证。广大航天人紧盯世界科技前沿，
坚持自主创新，科学求实，团结协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关
键技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科学有险阻，苦战
能过关”。只要有了特别能攻关的毅力和能力，就能不断攀
登高新技术的新高峰。

特别能奉献，是我党我军根本宗旨的集中表现，也是共产党
员和革命军人应有的精神风貌。广大航天人不计个人得失，
不求名利地位，默默无闻地战斗在各自岗位上，奉献了青春
年华，奉献了聪明才智，奉献了热血汗水，有的甚至献出了
宝贵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永远是我们事业前进
的动力、胜利的保障。

载人航天精神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
是“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承和升华，是伟大民族精神的延伸
和扩展，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载人航
天精神贵在“特别”，也难在“特别”。这“四个特别”落
实在行动上，就是要有一流的精神状态、一流的工作标准、
一流的工作作风、一流的工作成效。在新世纪新阶段，大力
弘扬载人航天精神，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对于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
军队现代化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航天筑梦强国有我手抄报篇八

箭已上弦！

作为最后一个妆扮“嫦娥三姑娘”的人，操作手陈向东留下
深情一瞥，转身撤离发射塔架。



这一刻，距离中华民族航天史上的又一次壮美腾飞，还有15
分钟。

这一刻，在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中国人叩问天宇的“新长
征”仍在延续——肩负中国航天器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使命的
“嫦娥三号”，即将踏上38万公里的奔月征程。

繁星闪烁，夜幕笼罩。“嫦娥”怀抱“玉兔”，就要出征。
数盏聚光灯下，中国“探月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场亮如白昼。

30度、90度、180度……环抱火箭的4组回转平台缓缓打
开，“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落落大方露出芳容。

“10分钟准备！”崇山峻岭间，传来01指挥员鄢利清洪亮的
口令声。

修长的箭体上，“中国航天”四个蓝色大字格外醒目。火箭
顶部，中国探月工程的标志——“半轮明月，一双足迹”清
晰可见。

火箭上端，雾气蒸腾，低温推进剂加注工作仍在进行。

“2分钟准备！”“1分钟准备！”

发射塔架摆杆缓缓摆开，发射进入读秒，所有人都屏住了呼
吸。

“……5、4、3、2、1，点火！起飞！”发控台操作手白春波
果断按下红色点火按钮。

1时30分，橘红色的火焰从火箭底部喷涌翻腾，“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在惊天动地的呼啸声中拔地而起，以雷霆万钧
之势扶摇直上。轰隆隆的怒吼声，排山倒海般响彻山谷。



上升10秒后，火箭按程序转弯，向东南方向疾驰而去……这
是长征系列火箭的第186次飞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130次探
月活动，这是我国第三次发射探月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