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心中，你最重——天宫空间站 

关于布置设计空间站搭载青少年科学实验方案 

2024 年寒假特色科学作业的倡议书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我们的目标是浩瀚星空 

我要去空间站书写理想、高歌一曲 

序号 参与倡议学校 序号 参与倡议学校 

1 
四川省成都华西中学•电子科

技大学附属中学 

2 富顺第二中学校 

3 上海市闵行区第三中学 4 四川省简阳中学 

5 简阳市石桥中学 6 四川天府新区华阳中学 

7 四川天府新区香山中学 8 四川省成都市航天中学校 

9 四川省宜宾市第四中学校 10 简阳市宏缘学校 

11 自贡富顺县板桥镇九年制学校 12 四川省茂县中学 

13 成都东部新区福田学校 14 成都双流实验小学外国语学校 

15 四川省绵阳第一中学 16 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中学校 

17 绵阳市东辰学校小学一部 18 宜宾市珙县米市街小学校 

19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20 成都市龙泉驿区天鹅湖小学 

21 盐亭县云溪小学 22 四川遂宁卓同学校 

23 成都双流区棠湖中学实验学校 24 绵阳市东辰学校小学二小 

25 四川省德阳市第三中学 26 蓬溪绿然学校 

27 绵阳市安州区东辰学校 28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 

29 成都市成华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30 成都高新云芯学校 

31 绵阳市游仙区朝阳学校 32 青川县青溪初级中学校 

33 绵阳市游仙区育红小学 34 绵阳东辰聚星学校 

35 成都大学附属小学 36 成都市泡桐树百仁分校 

37 绵阳市富乐实验小学 38 四川天府新区十一学校 

39 富顺县赵化镇中心小学校 40 西藏日喀则昂仁县中学 

41 都江堰市塔子坝中学 42 四川省自贡市江姐中学 



 

同学们，国之大器、科研重器的国家太空实验室“天宫

43 四川省安岳县兴隆中学 44 成都市第三十八中 

45 绵阳富乐学校 46 四川省成都市第三中学 

47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48 江油市世纪奥桥小学 

49 四川天府新区第八小学 50 四川天府新区万安中学 

51 成都经开区实验小学校 52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华润分校 

53 成都市实外西区学校 54 重庆市江津区实验小学校 

55 成都市龙泉中学校 56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银杏校区 

57 成都龙泉驿东山国际小学 58 龙泉驿区友谊小学校 

59 成都龙泉驿区玉石小学校 60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61 成都龙泉驿区西河中学 62 德阳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63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64 四川天府新区第七小学 

65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水井坊校区 66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小学 

67 富顺县安和实验学校 68 崇州市辰居小学校 

69 岳池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70 成都经开发实验中学校 

71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中 72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73 成都教科院附属龙泉学校 74 成都市龙泉驿区向阳桥中学 

75 成都龙泉驿区师上学校 76 阿坝松潘县十里乡中心小学校 

77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中学 78 成都市温江区鹏程小学校 

79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第二小学 80 绵阳东辰学校中学部 

81 邛崃市文昌中学 82 成都西川中学 

83 金堂县高板中学校 84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怡心实验

学校 

85 四川天府新区实验中学 86 西藏自治区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87 成都七中英才学校 88  西藏墨竹工卡县中学 

89 平昌中学实验学校 90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小学 

91 石室初中华青学校 92 崇州市明湖小学校 



空间站”，在 2023年进入了正式运营阶段，全面转入空间站

应用与发展阶段。预计在 2024 年将会有条不紊地向青少年

释放空间实验资源，或将持续性常态化地开展中国空间站青

少年科学实验活动，重建青少年航天科普生态、重构青少年

航天科普系统、重塑青少年航天科普模式，拔高中国科学教

育新高度。 

多年以前，负责中国空间站项目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原主任、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人杨利伟将军就公开坦言，

中国的空间站在设计与建设过程当中，工程师和设计人员就

已经为下一步的科普预留了空间，希望给青少年朋友以及更

多的人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让他们好的想法成为科学

实验的一部分，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让科技更好地为

国家服务。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郭淳先生也公

开表示，未来中国空间站将在更大范围开展科普教育工作，

提供中小学生实验载荷参加飞行的活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支撑

服务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

在 2023 年 5 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



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从国家战略层面以穿透

力极大的具体举措，推进中小学科学教育课程改革，突出综

合性实践性，增强实验环节，强化以探究为重点的科学教学，

要求学科教学与科学教育两者结合，把科学教育作为衡量地

方教育的重要标准——中国科学教育的春天来了！ 

当前，航天元素已破天荒地登陆春晚，也强势主持“开

学第一课”，更创建了“天宫课堂”最高讲台，还迈步走进

了课本教材、频繁出现在试题试卷中……航天，当仁不让地

成了当前科技和社会关注的最兴奋和最高温度的热点。在祖

国伟大的航天事业带动下，青少年航天科普以从未有的崭新

风采、通天的力量热烈亲吻神州大地、豪情吹拂赤县四野。 

没有科技特色的学校是满足不了时代发展需求的。青少

年航天科普有着自身的文化和知识特色，很独特地与其他科

普项目有着强烈而鲜明的不同：没有城市与农村的鸿沟与代

差、没有名校与普通学校的爱憎与优劣，是一个完美的对全

国各地学校一视同仁，不分地域远近、不论大小高低、不计

贫富贵贱、不看历史过往的青少年科技活动舞台。所有学校

处于同一起跑线、处于同一阶层、同一信息资讯水平，不会

因投入经费多寡、是否购买设备、设置场地等原因而存在亲

疏有别、标准不一的情况。 

航天科技也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语文、地理等

跨学科交叉融合，以及工程、医学、材料、天文、环境、资



源开发与利用等领域高度集成的综合体。同时，基于太空可

提供长时间的微重力环境；高远对地大视野并有规律地在不

同的时间和季节对轨道覆盖区间下的同一地点进行反复观

测；太空的高真空、高洁净、高能粒子辐射、高能粒子物质

太阳风和大范围绕地周期性激烈的温度变化；绕地超高初始

运动速度的环境资源；航天器的舱内、舱外环境差异等等。

是超乎常规意识与想象的新大陆，使得太空实验设计就更具

有锻炼、培养和提升青少年学习能力、观察能力、抽象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建模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价值与作用，是科学

教育的完美科目和最强抓手。 

并且，中国航天人尽情探索神秘太空的奥妙之行，是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的生动体现，彰显着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增添了强大精神力量，赋予了青少年航天科普活动是立

德树人天然的、绝佳的教育内涵与本质。不等望靠，积极主

动自发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科学教育活动，有效激发

青少年走近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也是教育工作者和

学校的使命担当。 

所以，请同学们在寒假期间，在自愿的基础上，尽可能

从温习学习中、生活实践中，受到启发、捕捉灵感、发掘创

意、展开联想、查阅资料、开阔眼界，参考文末附件的方案



格式与条理，设计出精彩的实验方案来！数量不限、内容不

限！没有数量便没有质量，数量决定质量，质量改变一切。 

但，方案设计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不管是要证明或否定

什么理论、原理，还是要发明什么东西，要改进或建立什么

工艺技术，总之，必须有科学上或应用上的意义，不能为实

验而实验；也必须有自己的独创性，不能重复别人的实验。

但也不是任何一项有独创、有意义的实验都可以成为搭载实

验方案，方案必须利用太空的一个或更多特殊条件，没有利

用任何太空特殊条件的方案是不成立的；在地面上也能进行

的实验，尽管很有意义，也没必要拿到太空去做。 

在开学时会广播统一通知方案提交方式。我们各学校也

特地组织协作联盟，为同学们提供服务。同学们在寒假期间

设计方案时，需要咨询时，请随时拨打：协作联盟老师陈清

洁（电话：18160016198）、本校老师：任常田（电话：

18780420880）。 

同学们，航天特色科学寒假作业，不仅是锻炼提升自己，

致敬中国航天、弘扬航天精神，也是未雨绸缪、提前布局为

中国空间站的青少年科学实验方案征集活动做准备，届时中

国空间站开放青少年实验空间，对于优秀作品，国家级机关

不会发一张证书就了事，或将从获奖作品中遴选适合太空实

验的方案设计，由国家机关负责制作装置、地面验证实验、

落实搭载、天地互动实验的完整服务链，将优秀作品送入太

空，进行实验。人生此美，情何以堪？！值得一生自豪！ 



以前借助美国航天飞机，以及我们自己的希望号奥运星、

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嫦娥四号、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已经将

大陆与港澳青少年的多件作品进行了零星的太空实验，

2017-2019 年间举办的两届空间站搭载青少年科学实验方案

征集活动也是为空间站积攒青少年太空实验作品的，2020-

2022 年间举办的娥七号和小行星探测科普试验载荷创意设

计征集活动也是在为嫦娥七号探测器、天问二号探测器征集

搭载实验作品的。 

我们各校这次自发组织启动开展的航天特色科学寒假

作业，不仅是为今年或将启动持续性常态化举办的有关中国

空间站搭载青少年科学实验活动做准备，也可将这些作品提

交参加“2024 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这一“白名单”

赛事，也可参加“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这一国际赛事，

争取在这赛事中成为被推荐作为空间站、飞船、科学卫星等

候选飞行搭载项目。 

 



 

 

让我们借助此次创新开拓的航天特色科学寒假作业，积

极迎接青少年航天科普发展机遇，去神奇的太空书写理想、

高歌一曲。共同携手拥抱科学教育的春天吧！ 



 

 

附件： 

（一）内容要求 

1．方案要有明确的搭载目的；  

2．提出设想并阐述，说明为完成设想所使用的装置；  

3．实验装置不能排放有毒有害气体；不具有腐蚀性；装置不能易燃易爆，所用材料具

有阻燃性；实验装置要气闭无排放； 

4．若需要电源，空间站可为实验装置提供直流 28V或 100V，功率小于 50W的电源； 

5．实验装置重量一般不大于 5 kg； 

6．实验装置宽深高应在 30×30×27 cm以下。 

（二）形式要求 

1．主要为文字作品介绍，其他附属材料可模型设计图、原理图等方式来阐述方案。文

字作品介绍字数原则上不超过 5000字； 

2．个人、团队（3人或以下）形式参加均可，每件作品指导教师不应超过 2名。 

（三）填写表格模板 

 

 

 

 

 



 

方案名称  

所属领域 
物理  化学  生物  材料  医学  环境  能源 天文 

工程  其他 

作  者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学校名称 年级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 

姓名  年龄  联系电话  

学校名称  通信地址  

姓名  年龄  联系电话  

学校名称  通信地址  

方案内容（不超过 5000 字） 

提出问题  

提出假设  

实验步骤  

材料及设

备说明 
 

数据分析  

得出结论 

（含价值、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