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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万里寂寥之处，是挥着手的中国
人和那颗蔚蓝色的星球。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凝结着探索与勇气、创新与智慧升
空，彰显了中国航天一往无前的豪迈。

12月9日，我荣幸地现场参加了“天宫
课堂”第一课。神舟飞船飞行乘组航天员翟
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生动介绍，展示了空
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细
胞学试验。只见在失重条件下，心肌细胞一
闪一闪地跳动，泛着点点荧光，奇妙而美丽。

在水膜试验中，王亚平老师将她和女
儿在地球上制作的折纸花放入水膜，美丽
的花朵如同少年的梦想一样缓缓开放。它
让我明白了，新时代的青少年应为自己的
梦想而不懈奋斗。

老师们还展示了人体运动、液体表面
张力等神奇现象，讲解了试验背后的科学
原理。一个个与地面上截然不同的现象，
令我大开眼界，让我深刻认识到“课堂终
有时，探索无穷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

中，我也要不断进行科学探索，在知识的
海洋中徜徉。

“天宫课堂”结束前，我有幸与三位航
天员“天地通话”，提出了一个深藏于心底
的问题：飞船升空时，是不是和我们坐过山
车一样刺激？翟志刚告诉我们，在飞船冲出
地球和返回地球的过程中，产生的负载远大
于坐过山车，所以乘坐飞船要比坐过山车更
刺激。我不禁感叹，航天员进行宇宙探索，
离不开多年的艰苦训练，更离不开祖国和人
民的支持。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将毕生所
学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为中国的航天事业
注入了最磅礴的力量。

今天，我们能够与神舟十三号的航天
员进行“天地通话”，凝结了多少先辈的
心血。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未来将
肩负起建设祖国的神圣使命，必须将伟大
的航天精神继承下来，矢志报国，去探索
星辰大海！
（作者系北京市前门外国语学校初二年级学生）

伴着王亚平老师的亲切话语，我们进
入了这场特殊又熟悉的太空授课——蔚蓝
之上，瀚蓝之中。

这次由三位中国载人航天宇航员给我
们带来的“天宫课堂”，从几个小实验中，
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地球之外、苍穹之
内的天和核心舱里的秘密。

王亚平老师用她清晰亲和的话语给我们
展示了一个有趣的实验，通过最直观的乒乓
球浮力消失实验，来反映我们最熟悉的太空
失重现象。另外，太空特殊的锻炼方式，也
让我们眼前一亮，而锻炼的器械正是应用我
们学过的牛顿定律。随着水膜张力实验与生
物科学技术的接连展示，跃进脑中的是几周
前刚学过的表面张力与细胞结构等知识。直
到此刻，我惊喜于自己能理解实验中的许多
原理，也惊叹于地球与太空中的明显差异，
不禁惊呼，原来这些曾经令我心生畏惧的理
论知识，竟被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应用于
如此多的设备。

直播中，王亚平老师手上的泡腾片原本
是那么的普通无异，可在太空舱内它在蓝色
水球中随意翻滚，迸发出一个又一个小气
泡，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如果把水球看成我

们，那这个载着泡腾片的别样水球，将会是
几年后装满着深厚知识的我们，将会是即将
奉献自我报效祖国的青年吧！正是因为注入
了新力量，有了新灵魂，怀揣了新梦想，所
以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能不忘本心，坚稳自
若，担当起复兴祖国的大任。

同学们的兴趣依旧高昂，宇航员的分
享依旧动人，那隐约跃动的水球里满载着
中国红，满载着老师激动的回音；那晶莹
光滑的水膜反射的是不断浮动的红花，反
射的是我们渴望知识的急切心情……

诗人厄尔曼说：青春不是桃面、朱
唇、柔膝……而是内心深处的泉涌泉深。
我们的青春，不只是书山题海、汉字英
文、奋笔疾书……还有层叠累积的能力，
担当，坚毅与决心。

借助远自太空的祝福，我们坚信，飞
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

（作者系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高
二年级学生 指导老师：廖素婷 ）

茫茫星河，璀璨星空，中国人对遥远
的太空一直寄托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十
八年间，从一人一天到三人半年，从舱内
实验到太空行走，中国在探索太空的道路
上始终砥砺前行。

12 月 9 日，我观看了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三位航天员在太空中以直播的
形式带来的“天宫课堂”，对于热爱航天知
识的我来说，真是大饱了眼福！

直播画面中，三名航天员身处太空舱
内，为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有趣的太空失重
现象，人可以在太空中飘浮，水能形成水
球漂浮起来，乒乓球在水中却浮不起来
……通过航天员的亲身演示与讲解，我对
太空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联
想早时我们在课本学习到的物理知识，能

很好地解释这一系列现象。心怀航天梦的
我，不禁认识到学好物理的重要性，只有
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才能使我离航天梦更
进一步。

通过这次“天地互动”，我感受到了国
家日益强大，中国在航天事业上的从无到
有，在这了不起的航天成就背后，离不开航
天人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中国航天的飞天
之路是千千万万航天人共同铺就的。征途
漫漫，唯有奋斗。我辈应当坚定心中的信
念，在未来的航天领域中，心怀航天人精
神，开拓航天新篇章。航天人的故事，需
要我们铭记；航天人的精神，更需要我们
去传承。

（作者系深圳市龙城高级中学高二学
生 指导老师：廖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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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决定在螺旋星系中设立观测站是
想抓拍超新恒星的诞生瞬间影像，或等待
检测超新恒星爆炸时的猛烈级别数据值。
但整整50年过去了，螺旋星系内部依然没
有任何动静，我们决定把观测站移到更边
远的螺旋臂上碰碰运气。

就在观测站搬入新家的第 5 天，超新
恒星没有等来，却等来了一个可怕的不速
之客。那天我们突然接到观测站强烈的求
救信号：一颗巨型三角星体正在逼近站
台，亮度 5.827×0^33 尔格/秒，温度高达
7000 万摄氏度，站内运行设备濒临瘫痪，
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三角星体？而且亮度和温度竟然比太
阳还要高很多，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
没来得及细想，求援视频突然变成了黑
屏，信号中断，螺旋星系观测站彻底在茫
茫宇宙中失去了踪影。我们立马驾驶飞船

极速向它的位置飞去，在马上靠近恒星带
时，飞船自动转换成了耐高温模式，平安
穿过极温区域。就在飞船到达螺旋臂外缘
时，我们发现了早已报废的观测站正静静
飘浮在暗灰色的星云中间。

我们观察了一下周围，并没发现什么
三角星体，于是决定靠近站台去一探究
竟。就在飞船刚要接近到站台时，一道亮
得刺眼的白色光线突然出现，将周围灰暗
的星体照得如同太阳般闪耀出骇人的光
芒。紧接着便是一股炙热的高温袭来，透
过飞船外壳直接穿透到驾驶舱，使人感觉
就像靠在炉火旁边一样。我们紧急手动设
置飞船耐高温程序，把防御系统调到8000
万摄氏度以上的最高挡位，这才将高温挡
在了船体外部。

因为光照依然刺眼，船体自动保护系
统开始发挥作用，瞭望窗玻璃立马启动视
网膜感官适应装置，窗外白色的强光渐渐
变得柔暗起来。我们透过瞭望窗向发光体
望去，果然是一座三角金字塔形状的星
体，通体发亮，如同钻石般闪耀着迷人的

光芒。而且体型巨大，看上去直径约有
55000公里，比海王星的体积还要大，给人
一种恐怖的压迫感。此时它正慢慢旋转着
向飞船靠过来，我们打算飞到它的内部勘
测一下，但它的表面温度已经达到7000万
摄氏度，估计它的内部温度肯定会高于
8000万摄氏度，而我们的飞船最高承受度
等于8000万摄氏度，担心整个飞船一进去
立马就会变成蒸汽。

就在犹豫不决时，我们通过遥感远程
探测器惊喜地发现三角星体内部居然出现
了人体活动的迹象。看来里面有生物存
在，这是一颗宜居星体，内部温度肯定高
不了。迎着星体的逼近，我们的飞船马上
穿过它外部高温保护层顺利到达星体表
面。三角星体被一层厚厚的水晶状透明玻
璃材质密封包裹，我们根本进不了内部。
透过玻璃才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群矮小瘦
弱的外星人在活动，他们看上去只有50厘
米左右，倒三角形头颅，身子却是正三角
形，胳膊和腿弯曲着，一只三角眼长在额
头中间，一个鼻孔，两只耳朵一张嘴。星

体里面的基础设施十分齐全，房屋全都是
金字塔形状，交通工具是一种小巧精致的
三角体UFO，形状和这颗巨大的三角状奇
怪星体一模一样。玻璃天窗上方有数不清
的发光小行星在有规律的运转，好像是专
门在为外星人提供照亮服务。地表旮旯处
有一条粗大的黑色管道蜿蜒盘旋在暗处，
时不时输出一股白色的气体，它应该是重
要的生命循环系统，用来保障外星人所需
要的特殊养分。地表上没有植被，也没有
河流，更没有其他物种活动，看来这个星
体上的外星人不是靠氧气生存。它应该是
一颗来自高度文明星球的外派探险卫星，
长期游走在宇宙各大星系中，也许是为了
星际旅行，也许是为了勘察更远的太空。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在他们没有发
现之前离开这颗三角怪星，不然后果会是
一个未知数，下场会不会和观测站一样也
说不定。

我们立马开启飞船，调转方向，闯过
高温保护层，远离了三角怪星，冲向深不
可测的螺旋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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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欣赏交响乐时，我们都能听
到由不同乐器和音高的声音混合产
生的优美的音响效果。如果对交响
乐比较熟悉，就可以听出这种混音
的组成部分，比如某段音乐是由小
提琴和双簧管组合演奏而成。这种
声音的混合与分解构成了音乐中的
一个重要部分。

在数学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混
合与分解。法国数学家傅里叶在他
的著作《热的解析理论》中，给出
了将一个函数分解为诸多个正弦函
数和余弦函数的方法——傅里叶变
换。有了傅里叶变换，我们就可以
将自然界中的许多复杂现象分解为
一系列简单现象，在复杂的表象下
发现简洁的本质。

我们都知道，声音是由物体振
动产生的。而这种振动近似简谐运
动，因此可以用正弦函数（或余弦
函数） 表示。根据傅里叶的理论，
交响乐的和声效果可以看作是许多
不同频率正弦波的叠加。我们的大
脑在处理这些声音信号的时候，就
在进行着类似傅里叶变换的工作：
将表示声波振动的函数分解为许多
不同频率的正弦函数——相当于将
一段声音分解为许多单一频率的声
音。而频率不同的声音，它们的特
征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大脑就可
以在这种声音的分解之后，根据声
音的不同频率，分辨出不同特征、
来源的声音。现在的主动降噪耳
机，就是利用傅里叶变换，先将环
境噪音分解成不同频率的声波，再
发出对应频率相同、相位不同的声
音，用相消干涉的方式抵消噪音，
实现主动降噪。

上述对声音所进行的傅里叶变
换，在工程中叫做“从时域到频
域”的变换。“时域”指一个物理量（如声音的
响度）在时间上的变化，也就是将声音y理解为
时间t的函数，即y=F(t)；类似地，“频域”可以
理解为物理量 （如响度） 在不同频率上的分布
状况，即把声音 y 理解为频率 f 的函数 y=F(f)。
在很多领域中，不仅会使用傅里叶变换，也会
用到傅里叶逆变换——从频域到时域的转换。
傅里叶变换及其逆变换成对使用。许多物理信
号在时域上的表示是复杂的，但在频域上非常
简洁，这就为进一步处理这些信号提供了方便。

例如，在数字电路中，常用到方波来表示
电平 （电压的相对大小） 的高低，而利用傅里
叶变换，可以用无穷多个正弦曲线之和来拟合
方波的图形。在电子行业中常用的数字示波
器，就是应用了这一原理。此外，可以利用傅
里叶变换对信号进行降噪。考虑到噪音信号的
频率一般较高，可以先对信号进行傅里叶变
换，在频域中去除噪音所在的高频成分，再通
过傅里叶逆变换，得到降噪后的信号。

在现在手机应用中常见的“美颜”功能，
也利用了傅里叶变换。数字图像中颜色变化较
剧烈的区域 （如皮肤上不光滑、光泽不均匀的
部分） 属于高频成分，而颜色变化缓和的属于
低频成分。在进行美颜时，先对人脸部分的图
像进行傅里叶变换，去除频域中的高频部分，
再用逆变换，便可以得到一幅皮肤光滑、色彩
均匀的人像。

我们不妨试想：整个世界是一首用数学作
为音符的壮丽无比的交响曲；而傅里叶变换，
就是帮助我们听懂这首交响曲的工具之一。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名师工作室数学文化
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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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巴普蒂斯·约瑟夫·傅
里叶 （1768 年—1830 年），
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
家。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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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中国科协办公厅联合
发出《关于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工
作的通知》，鼓励各地各校以“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式，或引进科普资源到校开
展课后服务，或组织学生到科普教育基地
开展实践活动，有效支持学校开展课后服
务，提高学生科学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健
康发展。

身临其境，直面科学

科普活动“请进来”“走出去”意义重
大，对青少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对求学
者来说，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需要
开拓自己的眼界。无论是身临其境还是和
科学家面对面，对学生的信息刺激都是强
烈的，有可能和书本知识产生奇妙的化学
反应，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

“我有着一个梦，埋在泥土中，深信它
不同……”这是袁隆平晚年深情为歌曲《我
有一个梦》写下的歌词，讲述自己的科技强

国梦。而这个梦想的种子可以追溯到童年的
一次科普实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袁隆平
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一家园艺场，看到满
园的瓜果菜蔬，他不禁想到了电影《摩登时
代》里的场景：窗外的瓜果随手可摘了吃，
路过的奶牛顺手能接了喝奶……那次参观为
他一生的梦想埋下了伏笔。

袁隆平成名后也曾无数次走进校园，
为青少年做科普。有一年在湖南农业大学
的开学典礼上，他就真诚告诉学生们，要
贯彻实践精神，厚积薄发，除了要学习书
本上的知识，也要去田间走一走，多了解
这个世界才是成功的秘诀。

形式多样，启迪智慧

常见的科普活动形式无外乎讲座、参
观、实验，需要结合科普的内容和拥有
的资源做出合适的实践活动。可能在一
线城市拥有的资源更多，但是偏远地区
也无须妄自菲薄，因为随着新技术的发
展 和 国 家 的 重 视 ， 完 全 可 以 借 助 新 技
术，让同一片蓝天下的孩子都能享受到
最优质的科普资源。

12 月 9 日，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
第一课正式开讲，“太空教师”翟志刚、王
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演示了微重力
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

张力等神奇现象，给地面听课的孩子带来
诸多惊喜，体现了科普实践活动的进步与
创新。“天宫课堂”尤其是“天地”实验的
差异，让学生看到地面上几乎看不到的现
象、观察到物理规律的异同。这次在地面
分课堂的孩子只有1400多名，但是学生都
通过电视、网络收看了直播课堂。

在国家的支持下，借助新技术，科普
活动可以设置在任何地方。欢迎来到“天
宫课堂”，也欢迎乘坐“蛟龙号”潜入深
海、透过“天眼”望远镜探索深空、跟随

“月球车”“火星车”登上其他星球……只
要科普工作者开动脑筋，就一定能做出和
内容相匹配的形式，并突破地域的局限，
将更多孩子引导向星辰大海。

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国土绿化、高
铁大桥……超级工程，超级风景，在中国
这块土地上，处处都有科学的奇迹，科技
重塑山河，科学改变中国。

科普实践活动不同于一般的课堂教
学，要立足本地，在一种轻松又新奇的环
境或者形式中，让孩子们直面科学的力
量，激励孩子奋发图强，让积极性和创造
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点燃探索火焰，科普代代接力

“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

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
过乱山碎石中间。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
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
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这是

“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为
《朗读者》栏目制作的一段朗读视频，内容
出自巴金《激流》总序。

科普实践活动把科学的火炬代代相
传，让追逐梦想的孩子如同奔涌的激流永
不停止。

8 年前的 2013 年，王亚平向全国 6000
多万名师生进行太空授课，在失重环境下
演示了陀螺、单摆和水球实验，用直观的
方式验证了 “牛顿定律”“宇宙速度”，让
地球上的孩子大开眼界。8年后的今天，当
年的中学生受到激励，纷纷献身航天，有
人成为一名空间站任务飞控试验队员，有
人成了空间站大型金属舱体焊接装配团队
中的一员。

而王亚平的飞天梦则是在18年前杨利
伟飞天时种下的。当年23岁的王亚平看到
电视上杨利伟一飞冲天，她暗暗想：“中国
现在有了第一个男航天员，什么时候会有
女航天员？如果可能，我要做那个向太空
挑战的人。”

科普就是这样代代接力，点燃探索的
火焰，梦想可燃，未来可期。

一“进”一“出”中，科普播下希望的种子
□□ 李峥嵘

2021年第11期《中国科技财富》聚焦国
家科学技术奖，策划了《原创成果丰硕！2020
年度国家科技奖项目均为“十年磨一剑”》的
主题系列报道。

科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