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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寻霄）为提升家校共
育水平，树立正确育人观念，形成教育强大合
力，9月15日，运城市实验中学特邀著名教育
专家詹大年开展《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专
题教育讲座（下图）。该校全体班主任、家长
代表5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讲座中，詹大年列举典型案例，结合自己
的教育实践，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剖析孩子成
长教育问题，分享自己教育心得和感悟，趣味
丛生而又发人深省。他还讲述了自己与子
女、学生间的教育故事。一场有温度有情怀
的讲座，让在场听众受益匪浅。

“作为教育者和养育者，我们不单是培育
孩子，更是培养自己，我们首先要成为幸福完
整的人，才能把微笑带给身边每一个孩子，把
温暖传递给每一个孩子。”詹大年表示，教育
是培养人格完整幸福的人，幸福感是由人际
关系的质量决定的，我们要尊重学生主体地
位，学会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在交流与
倾听中正确处理与孩子的关系，教会孩子正
确处理与自己、他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成
为一个幸福的人。

运城市实验中学
举行家庭教育讲座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杜磊）为进一步推进
平安校园建设，加强学校法治宣传教育，完善
依法治校机制，9月18日，盐湖区第十实验学
校举行法治副校长聘任仪式，聘请盐湖区公
安局北城派出所陈建警官为法治副校长（下
图）。

陈建警官对加强学校法治教育提出了明
确要求，他用一个个具体事例，以案释法，以
法论事，告诉学生遇到校园暴力一定要及时
跟学校和老师反映，拿起法律武器保护好自
己。

该校校长刘宝柱表示，今后将加大普法
力度，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强化
学生法治工作。通过校内外共建，进一步增
强师生们的法律观念，营造平安和谐校园氛
围，助力学子健康成长。

法校共行 护航成长
盐湖区第十实验学校
聘任法治副校长

“哇，太神奇了！火焰是球形的，
和地面上真的不一样！”在运城市逸夫
小学五年级5班，学生们在观看“天宫
课堂”微重力环境下的燃烧实验时，兴
奋地发出阵阵惊叹。

9月21日15时45分，“天宫课堂”
第四课准时开讲。神舟十六号航天员
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在中国空间站
梦天实验舱，面向全国青少年进行太
空科普授课，为广大青少年揭秘神奇
的太空实验。当日，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面向全球现场直播，我市各级各类
中小学校师生早早守候在大屏幕前，
同步观看“最高”课堂进行的一系列物
理实验，观察在太空环境中的各种奇
特现象。

本次太空授课继续采取天地互动
的方式进行。在近50分钟的时间里，
3名航天员在轨介绍了中国空间站梦
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球形火
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动量守恒
实验以及陀螺实验，并与地面课堂进
行互动交流。

球形火焰实验，展示了微重力环
境下，蜡烛燃烧产生的球形火焰现象，
讲解重力对燃烧过程的影响及微重力
环境燃烧研究的重要意义；奇妙“乒乓
球”实验，展示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用

“特制”乒乓球拍击打水球的现象，讲
解了水的表面张力及疏水材料结构特
性；动量守恒实验，演示不同质量钢球
的质心碰撞现象，展示并讲解微重力
环境下的动量守恒定律；陀螺实验，演
示了在微重力环境下，利用金属陀螺
展示静止及旋转情况下的角动量守恒
现象，同时呼应“太空转身”实验。一
项项创意满满的科学实验、一个个太
空特有的物理现场在趣味与惊奇中完

美呈现。
“为什么小球会反弹回来？为什

么大球会沿着小球的路线运动？”逸夫
小学五年级5班学生张瑀轩在观察动
量守恒实验时非常激动和好奇，提出
了自己的疑问。他满怀信心地说，今
后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知识，长大后
当一名科学家，用科技揭开更多宇宙
奥秘。

让学生张沫冉最感兴趣的是奇妙
“乒乓球”实验，“在太空打乒乓球，我
觉得特别奇妙，用毛巾把球拍包住才
能让球弹起来，这背后的科学原理现
在我还不太明白，需要今后更深入地
学习”。

该校三年级学生张孟洋对此次的
陀螺实验非常好奇，课后接连抛出了
一连串问题——“为什么人会跟着陀
螺转？是因为陀螺本身在转吗？在地

球上也会这样吗？”
课堂有限，学习无限。“天宫课堂”

的一系列实验给了孩子们更多思维启
发。该校政教处主任尚华表示，“天宫
课堂”带领孩子们走进奇妙的科学世
界，激发了他们探索宇宙的浓厚兴
趣。此次，通过“天地互动”进行了一
次全民科普，再次展示了中国航天的
实力。“天宫课堂”让孩子们感叹太空
的奇妙，点燃了无数青少年的航天梦
想，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了热爱科学
的小小种子。

在英雄航天员景海鹏的母校——
盐湖区解州中学，当日全体师生集体
收看了“天宫课堂”，一睹海鹏学长的
风采。

该校 481 班学生霍滢霜说：“听
航天员们介绍了梦天实验舱的构造
及各种实验设备的用途，我为祖国
载人航天事业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
自豪，这次的许多实验给了我很多
启发，引起我更深入的思考，让我
受益匪浅。”

481班学生李小曼说，作为景海
鹏的学妹，她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在今后的学习中，她要学习学长身上
坚持不懈、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加
倍努力，用科技实现中国梦。

解州中学团委书记刘晓波表示，
此次“天宫授课”，犹如开启一扇天窗，
不仅在互动中让学生们掌握了有趣的
知识，感知了宇宙世界的奥秘与神奇，
也点亮了他们心中的航天梦，激励解
中学子迈开追寻科学的脚步，早日担
当强国使命。

记者 杜磊 见习记者 陈怡霏

“天宫课堂”第四课——

用科技揭开更多宇宙奥秘

2013 年 6 月 20 日，神舟十号航天
员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协助下进
行了首次太空授课，三位航天员进行
了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螺运动、制
作水膜与水球等实验，让广大中小学
生了解了微重力条件下物体运动的特
点、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加深了同学
们对质量、重量及牛顿定律等基本物
理概念的理解。

2021 年 12 月 9 日，在中国空间站
的“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
科普课。在约60分钟的授课中，航天
员展示介绍了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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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2022年3月23日，中国空间站“天
宫课堂”第二课开讲，“太空教师”翟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在约 45 分钟的授
课中，生动演示微重力环境下太空“冰
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水油分离实
验、太空抛物实验等，同时展示了部分

空间科学设施，介绍了在空间站的工
作生活情况。

2022年10月12日，神舟十四号乘
组陈冬、刘洋、蔡旭哲三位“太空教师”
联袂带来了“天宫课堂”第三课。课堂
上生动介绍展示了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
毛细效应实验、水球变“懒”实验、太空
趣味饮水、会掉头的扳手等神奇现
象。此外，航天员还戴上我国空间站
首个MR眼镜，通过眼镜内的动画引
导进行实验操作。

历次“太空授课”都讲了啥？跟小编一起回顾——

▲盐湖区解州中学学子观看“天宫课堂”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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