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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香港連線同步舉行的「天宮課堂」昨日在培僑
書院舉行太空授課香港分課堂活動，該校約150名師生
加上另10多所學校約150名師生一同參與，與3名「太
空教師」以天地協同互動方式進行太空實驗。同學們
全程表現得非常熱烈，不少人說，今次課堂激起他們
對航天的興趣與熱情，為祖國航天事業發展感自豪，
立志要參與設計火箭甚至親身到太空去，融入國家的
航天夢。

驚歎太空「失重美」
在「天宮課堂」完結後，多名培僑書院師生與記者
分享感想。有份代表香港向王亞平提問的中四生門睿
涵仍難掩興奮之情，表示太空課堂機會很難得，世界
上很少國家可以做到，自己印象最深的正是與王亞平

就水在空間站可否循環使用的對話，很榮幸得到詳盡
答案之餘，更以他的問題為基礎，引伸到更多關於水
的實驗，使問題成為課堂材料的一部分。
他覺得，同一實驗在太空失重環境下和在地球重力
情況有不同的結果的對照很吸引，從中看出太空是非
常神奇的地方，產生出一種「失重美」。

希望將來設計火箭
門睿涵直言，他對祖國的航天事業成就深感自豪，
很敬佩和感謝航天員及前線科研人員，認為香港中學
生也應該多多學習，為香港和國家作貢獻，尤其是在
大灣區發展中有非常多的機遇，又希望隨科技發展，
不久將來能親身到太空，例如是火星和月球，或是其
他適合移居的星球，作為度假旅行的目的地，覺得是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該校中三生鄧東方亦覺得在太空無重狀態下做的實

驗很有趣，學到平時難以接觸的知識，特別是水膜實
驗和轉身實驗在地球上都不能實現。她同時為國家科
技發展，特別在航天方面感到非常驕傲，為一眾科研
人員在背後不斷努力感到開心，亦從航天員身上學到
自律和堅持的精神，因為他們要自己在太空訓練來保
持健康狀態，會將這份精神發揮在日常的學習之上。
是次課堂也激起了她對航天的濃厚興趣，將努力學習

科學知識，希望未來能從事火箭設計的工作，「將火箭
設計得越來越好，方便航天員去到太空進行研究。」

盼普通人可遊太空
培僑書院小六生鄭梓慧就對「天宮課堂」中浮力消

失實驗印象最深刻。她說，人類不可能在地球上飛行
或飄浮，相對的太空卻不可能「腳踏實地」站立和行
走，而是要靠飄浮來移動，對航天員隨時可以體驗
「飛的感覺」，覺得「好得意」，因此她希望未來太
空旅遊能發展至平民百姓亦可參與，讓大眾能體驗這
種感覺。
梓慧表示，今次課堂加深了自己對太空的興趣，對宇

宙的開始和盡頭愈感好奇，「太空非常神秘和奧妙，人
類應該永遠探索不完，所以永遠都有探索的機會。」
她又笑言，藉課堂也領悟到學習就好像探索太空一

樣，「是無止境的，是不可以停止下來，要永遠持續
下去、永遠加油。」希望自己能學習更多，「將來為
祖國出一分力」。她並祝賀航天員順利完成任務和安
全返回，希望將來會有更多太空實驗進行，讓學生們
了解地球和太空間的分別。
該校另一小六生邱熙婷說，自己對航天已很有興

趣，是次太空授課更使她興趣倍增，希望將來可以為
國家航天科技「作點貢獻」，而她想做一個火箭設計
師，為航天員把火箭設計成為一個更加舒適的環境，
並希望能夠超越外國的技術。

太空課堂大開眼界
培僑書院校長吳育智表示，很榮幸可以見證國家航
天員化身「太空教師」，在太空上向同學們展示一系
列在地球很難、甚至不可能做到的實驗，令全體師生
「大開眼界」，是一個「很別開生面的太空課堂」。
他相信，這次課堂會大大引發同學們對航天科技的
興趣，也激發他們對航天事業的熱情，更重要的是，
增加了全體師生的國民身份認同，以及作為中國人的
自豪感，「因為可以見證國家的航天科技，從零開始
『一步一腳印』地走到今天，成為世界最先進的航天
國家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祖國強盛倍自豪 港生激發航天夢

●培僑書院中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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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培僑書院小六生邱熙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培僑書院校長吳育
智。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 生 感 想

中國空間站首次太空授課活動—「天宮課

堂」昨日下午取得圓滿成功。由「神舟十三

號」飛行乘組航天員翟志剛、王亞平、葉光

富擔任「太空教師」，通過視頻通話形式與

地面課堂師生進行了實時互動交流。在約60

分鐘的授課之中，「航天三傑」先後展示了

空間站工作生活場景和研究項目，向同學演

示了太空轉身、浮力消失、水球光學等多項

實驗，並即席解答同學們的不同提問。

今次更是首次有香港學生可直接參與太空

授課，更獲得寶貴提問機會，親身與航天員

作天地互動，充分體現本港學子融入國家航

天夢，啟迪航天理想。而王亞平亦特別在課

堂中向包括港生在內的全國年輕學生寄語：

「未來是你們的，希望你們的夢想，都能在

這廣袤的宇宙中綻放。」

今次的太空授課進行了全程現場直播，在

北京的中國科技館設地面主課堂，在廣西南

寧市科技館、四川汶川縣第一小學、香港培

僑書院、澳門科學館設4個分課堂，約1,420

名中小學生代表參與。其中在香港培僑書院

有約300名香港師生參與，當中約100名學

生可與航天員天地同步進行水膜張力、水球

光學等多項實驗，比對太空環境會為實驗結

果帶來哪些改變。面對此一寶貴的學習機

會，港生們都表現得相當興奮，紛紛表示獲

益良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天宮課堂」全程直播 港澳設分課堂 翟志剛王亞平葉光富化身「太空教師」

航天三傑寄語港航天三傑寄語港生生：：望你們的夢想綻放廣袤宇宙望你們的夢想綻放廣袤宇宙

太空探索，永無止
境。在中國空間站與廣
大學生「天地連線」畫

面中，失重狀態下不斷轉動的陀螺，揭開了今次「天
宮課堂」的序幕。再次在太空中講課的「太空教師」
王亞平，在距離地面400公里的天和核心艙開講。在
進入科學實驗環節前，她的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帶領一
眾同學參觀「太空家園」。
從睡眠區、衞生區到餐飲區，王亞平逐一向同學介
紹其中的設施與裝備。「這就是我的睡眠區了，我用
家人的照片和喜歡的小物品裝扮了一下，」說着王亞
平並將鏡頭望向窗外，讓同學們一窺艙外環境。
其後，王亞平介紹在軌訓練是保持健康的重要一

環，即席示範太空跑步機、太空自行車等，向同學們
展示了航天員如何鍛煉，然後又展示了餐飲區配備的
冰箱、微波爐、飲水機等。

展示不同細胞研究
翟志剛就介紹了葉光富身穿的一套航天服。原來，

葉光富身上穿着的不是尋常衣服，而是稱作「企鵝
服」的特殊衣服，裏面裝有多條拉帶，可調節鬆緊，
以防護失重環境導致航天員肌肉萎縮。
葉光富就向同學介紹了失重環境下細胞的生長發育

研究，「前期我們開展了大量有關細胞的研究，有不
同周期、不同時間和不同單元，通過人工製造的一個
機動力和完全失重兩種狀態下對細胞進行培養，然後
將這兩組細胞進行對比，看一看它們在有動力條件下
和無動力條件下，其生長和形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變化過程。」
他表示，他們會選用不同類型的細胞進行研究，包
括皮膚幹細胞，還有心肌細胞等，然後就讓同學看了
不同的細胞研究觀察畫面。

實 驗 序 幕在「天宮課
堂」太空授課開
課前，香港分課

堂培僑書院率先進行了一場「預熱」的科
學實驗課。該校安排了32名小學高年級學
生，在學校STEM老師的帶領下，採用商
湯科技的機械人及AI人工智能識別系統，
指導學生機器學習的初階原理，讓學生模
擬在月球上識別有價值的礦石，及進行太
空採礦活動，學生須運用編程的知識來完
成教學任務。
在實驗課過程中，培僑書院的學生需要運

用編程知識來完成教學任務，並藉此機會與
位於廣西南寧市科技館、四川汶川縣第一小
學及澳門科學館分課堂的同學交流。

機械臂夾礦石 識別廢寶石
有參與同學正於模擬月球表面的桌面上操
作探測車模型，當探測車偵測到前方有礦石
蹤影，即上前並展開機械臂將其夾住。「我
們是通過編程去操作這輛車的，它可自行判
斷前方是否有障礙物，及分辨出哪些是我們
想要的礦石。」
有參與同學續介紹說，他們事前會分別
為普通石頭和礦石拍了很多照片，訓練這
個機械去學會識別。同組另一同學指，探
測車可智能的辨認東西，「如果遇到垃
圾，會用機械臂將它推到一邊去，如果是

寶物才會帶回基地。」
被問到如何看待國家航天發展，有同學表

示國家航天發展愈來愈好，人工智能和精密
儀器等科技都很先進，希望中國航天事業可
繼續努力，為人類探索神秘宇宙，了解更多
太空知識。
培僑書院的老師表示，希望是次實驗課能

讓學生了解人工智能相關知識，以及培養動
手操作及協作能力，而活動以「嫦娥」任務
為背景，模擬探測車在月球採樣，更可加深
同學們對祖國航天的認識，培養對祖國的歸
屬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實 驗 預 熱

AI機械人太空採礦 失重轉陀螺 「天課」揭序幕

有學生問到，在太空中能否正常地在地面行走
嗎？王亞平於是請來葉光富嘗試一下太空行走，
結果其身體不由自主的飄起來。王亞平解釋，在
失重環境之下是無法行走的，只能飄來飄去，經
常要借助艙內工具來回移動。「其實不光是走
路，就連太空轉身，都跟地面有很大差別。」

王亞平邀請地面課堂的同學們聽口令，全體

起立，後轉，再重新坐好，說明在地面轉身並
不困難。其後，她再邀請葉光富以不借助任何
把手的方式嘗試太空轉身，結果當他上半身向
左轉時，下半身卻往右轉，相反亦然，始終完
成不了轉身。

王亞平其後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以游泳動作
試試，二是嘗試以吹氣方式「吹轉」自己，可惜

兩者都無助轉身。最後，她提議葉光富伸出右手
劃圈，並不斷加速。結果，在葉光富的右手向後
劃圈，身體便向左轉；右手向前劃圈，身體則往
右轉，順利完成太空轉身。

王亞平其後邀請葉光富作再次轉身，並在轉
身時首先把雙手展開，接着將雙手收回抱胸，
比較之下，前者會令轉身速度減慢，後者則加
快，情況好比花式滑冰選手的轉身動作，她鼓
勵同學之後欣賞北京冬奧時，不妨認真看看有
關動作。

有香港學生問道，王亞平於介紹空間站時提及
飲水分配器，希望了解他們在天上的生活用水能
否循環使用。王亞平說，空間站有一整套的水再
生處理系統，能滿足艙內生活用水的循環使用，
而他們在空間站喝的水，正是經過處理的再生
水。

其後，王亞平拿出一包再生水，擠出兩顆有如
葡萄般大小、飄浮半空的小水球，張口將它們逐
一「吃」下，「再生水喝起來，跟普通水沒有什
麼區別啊。」

隨着同學提問有關水的問題，王亞平表示水於
地球上有浮力作用，邀請同學們將手上的乒乓球

放進水杯，只見乒乓球一直浮於水面，用手按壓
亦無法使它沉到水裏。當王亞平於太空環境下重
複同樣動作，卻見乒乓球沒有浮上水面，而是停
留水中，「在太空失重環境下，浮力幾乎消失，
所以乒乓球不能像跟地面一樣浮起來。」

最後，王亞平將裝滿水和乒乓球的水杯輕輕拋
向葉光富，一聲「走」，水杯於半空不斷翻滾，
但水和乒乓球卻始終留在水杯裏面，最後傳到葉
光富手中，蓋上水杯，完成了這項有趣實驗。

浮力消失奇妙乒球

拿開剛剛的粉紅花瓣摺紙，王亞平再次用水袋
給水膜注水，使它鼓起來，變成一個又大又圓的
水球。「在失重環境之下，水的表面張力會大顯
神威，所以我們才能做出一個地面上無法做出來
的大水球。」

其後，王亞平站到水球後面，同學們於是就可

看到，水球上形成了王亞平倒轉過來的影像，有
如凸透鏡般的成像結果。她並邀請一班地面課堂
的同學們，拿起手上的水晶球，觀察一下身邊同
學，看看是否能夠得出相同現象。

王亞平後來拿出針筒，往水球裏注入一個大氣
泡，然後再次站到水球後面。這次，同學們見到

氣泡跟水球中的王亞平，分別形成了一正一反共
兩個影像，形成了「倒影中再倒影」的神奇景
觀。王亞平又邀請葉光富站到水球後面試試，同
樣得出了正反兩個影像的結果。他親切地跟同學
們揮手問好，獲得地面課堂同學們的熱烈掌聲。

最後，王亞平鼓勵有興趣的同學們，多加思考
為何有此結果，「這裏我可以給大家一點小提
示，這是因為氣泡將水球分割成兩部分，分別成
像的結果。」

水球光學倒影奇觀

是日「天宮課堂」的最後一項實驗，王亞平笑
言要跟大家輕鬆一下，故來做一個「太空歡樂
球」。經抽取上一個實驗留下來的氣泡，水球重
新回復為晶瑩通透的狀態。此時，王亞平取出了
一片用作補充維生素用的泡騰片。

泡騰片又稱水溶片，當它接觸水或其他液體的
時候就會分散溶解成為溶液，並產生泡沫。王亞

平首先邀請同學們拿起手上的泡騰片，放到水裏
試試，只見泡騰片遇水後不斷產生氣泡。

王亞平為了讓水球更加美觀，她首先給水球
注滿藍色顏料，然後才放入泡騰片。只見泡騰
片讓水球內充滿氣泡，「但是在失重環境下，
氣泡只是在不斷產生，並沒有離開水球，隨着
氣泡不斷增多，水球逐漸變成一個充滿歡樂小

氣泡的氣泡球，而且伴隨着氣泡的產生，還有
陣陣香氣。」王亞平提醒同學不妨想想，氣泡
為何沒有離開水球，作為「天宮課堂」完結前
的一個小課題。

最後，王亞平問同學們，看見眼前這個藍色
水球，會否想起人們正在居住的地球，「地球
是人類在宇宙中的搖籃，但是人類不可能永遠
生活在搖籃裏。」如今，中國人已經擁有了自
己的空間站，腳步一定會踏入月球、火星和更
遠的星空。

泡騰溶片歡樂氣泡

實 驗 集 錦

A1、A24

▶「天宮課堂」
香港分課堂的港
生，與在北京、
廣西、四川及澳
門一同連線參與
太 空 授 課 的 學
生，向3名「太空
教師」打招呼。

●培僑書院學生模擬月球表面操作AI探測
車模型。 ●航天員在失重狀態中如不斷轉動的陀螺。 直播截圖

王亞平指出，水在太空的失重環境下十分有
趣，並隨即向學生們展示水膜張力實驗，形容那
是「一項非常美麗的現象」。她首先拿出一個金
屬圈，放到水袋裏面，然後慢慢地抽出。此時金
屬圈上形成一個大大的水膜，王亞平繼而徐徐地

把金屬圈放到桌面上。
其後，王亞平再拿起水袋，利用吸管給水膜注

水，「我們使其變成一個厚水膜，看起來是不是
很像一個放大鏡。」當一切準備就緒，王亞平再
拿出了一張她跟女兒一起準備的粉紅色花瓣摺

紙，將其放到水膜上面。
此時，只見花瓣摺紙在水膜上一邊旋轉，一邊

緩緩張開，紙上的手繪花朵圖案也跟着一起綻
放，非常美麗。「我們得到了一朵在太空中綻開
的花」，王亞平表示，看到這朵花就想到女兒，
她又寄語同學們，「你們都是祖國的花朵，含苞
待放。未來是你們的，希望你們的夢想，都能在
這廣袤的宇宙中綻放。」

水膜張力太空開花

太空轉身花式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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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6190 今日出紙3疊12大張 港售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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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19-23℃ 濕度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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