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天宫课堂视频 天宫课堂第三课读
后感(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天宫课堂视频篇一

今天下午，在老师的组织下，我们观看了太空授课，叫“天
宫课堂”。

通过太空授课的内容，真让我大饱眼福。我知道了宇航员们
在飞船是怎样生活的?太空的厨房功能很全，能吃到又鲜有甜
的苹果。他们在飞船上给大家做了实验演示，用一种带吸管
的水袋，只要把水挤出来，水就会飘在天空，再用嘴接住，
喝下去。王亚平阿姨又把水挤出来，再在水球里加入蓝色的
颜料，一颗圆圆的蓝色水球就形成了。接着阿姨再把泡腾片
放进水球，泡腾片慢慢地被吸进去，没一会，泡腾片在水球
里不断的泡腾，产生了很多小气泡，水球慢慢变成了一个充
满欢乐小气泡的气泡球，五颜六色，像极了我们生活的地方。

阿姨又给大家做了“水膜实验”，在圆圆的水膜上放进一朵
粉红色的花朵，花朵绽放后颜色更丰富，更美丽了。阿姨又
拿来一杯水，把乒乓球放进去，但乒乓球并没有漂浮在水面
上，而是沉下去，这就是“乒乓球实验”啦，阿姨说要是在
地球上，乒乓球是浮在水面上的，而在太空，因为没有浮力，
小球沉了下去。

今天的太空授课让我受益匪浅，太空真奇妙。我一定要好好
学习科学，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



天宫课堂视频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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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宫课堂视频篇三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天宫课堂第三课就在今天上课
了！

本次的课程，还是由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航天员陈冬、刘洋、
蔡旭哲配合进行授课，在10月12日下午15时4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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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的实验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继续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
3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
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毛细效应实验、水球变“懒”实验、
太空趣味饮水、会调头的扳手以及植物生长研究项目介绍，
并与地面课堂进行互动交流，旨在传播普及载人航天知识，
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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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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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宫课堂视频篇四

在太空里要控制自己的身体以适应失重感，像一条小鱼一样
四处游走。

在空间站也有许多休闲活动，可以和家人打视频电话，可以
在舷窗边欣赏日落时的美景，还可以做一些运动，比如说:骑
单车，跑步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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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航天员在《天宫课堂》为我们太空授课时，我有了解过为
梦想付出的努力。他们是名人，他们也只是一个为了梦想而
不断奋斗的普通人，是坚持让他们的生命变得与众不同。梦
想虽然美丽，但如果没有坚持的勇气和行动，那么，那份美
丽就只能停留在梦境中，而不会成为如今的现实。

天宫课堂视频篇五

今天我看了天宫课堂第一课，课上，宇航员老师给我们做了
很多实验，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太空里转身。

转身?大家一定觉得这很简单吧，想怎么转就怎么转。在太空
里可就没那么简单了。一转，你有可能飞;再转，可你使出了
吃奶的劲，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纹丝不动。那么，怎样才能让
自己转身呢?那就让我们看看，宇航员是怎么挑战这个艰巨的



任务的。

第一种方法是用游泳的方法挑战转身。只见男宇航员叶老师
一离开位置就飞了起来，在太空舱里飞来飞去，完全没有了
方向感，更别说什么可以挑战成功，能找到方向感就已经很
不错了。如果是我，怕早就吓得哇哇大叫来吧，你想，身体
不受大脑控制的飞来飞去，下不来，又站不稳。

第二种方法是用嘴巴吹一口气。嘴巴吹气身体就会转弯?这不
是说梦话吧!不过，现实就是这样神奇，只见叶老师一吹气，
身体真的转了起来。可是，这个动作可坚持不了多久。如果
吹的时间太长，身体就有可能会缺氧，所以男宇航员吹了一
会儿就停了下来，连连叫道：“不行了!不行了!”第二次挑
战又失败了。我不可思议地看着视频，心想：“转身都那么
难，太空生活真不容易啊!”

第三个方法开始了。这一次女宇航员让男老师把双手侧平举，
然后举起一只手，用力甩动。身体就转动起来了。但是，如
果把双手放胸前的时候，身体就会转得更快，像一个拼命旋
转的小陀螺。可转的时间长了就会头晕，所以也没有转很长
时间给我们表演。我觉的那一定很刺激，不亚于玩过山车的
感觉，还可以看周边场景那才叫一个好玩。

第四个是和地面上一样的动作一样的方法，在太空展示的时
候身体想要向左但手却向右，反之相反，转了好几次可还是
不行，刚要下来却还飞了起来，不知是没站稳还是一下子转
不下来了。这一个场面差一点把我给笑死了。

第五个方法也是女宇航员想出来的。她一只手在那转转了过
去，女宇航员要他换一只手再来试试，也转了过去，终于挑
战成功了。

这一次“天宫课堂”真的让我大开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