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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宋凯凯 学科 地理 年级 初一 微课课题
《探索太空

逐梦未来》

学习者中心要素分析

（从下图“学习者的学情构成要素”六大要素中选取 1～3 个要素撰写，主要阐释这个微课对学生学

习的意义与价值，不少于 200 字）

本节微课选自 2022 版新课标“结合图片、影视资料，描述探月工程、火星探测以及空间站建设

等人类太空探索的进展与意义”，要求学生对太空探索的发展状况和意义有基本了解，目的是激发学

生探索宇宙奥秘的好奇心。然而目前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中没有安排本部分内容，学生对此内容比较

陌生，无法体会到我国太空探索成就的自豪感，无法激发探究宇宙奥秘的热情。因此，在此背景下，

制作本节微课，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

本节微课采用精美课件加录屏的形式，内容上涉及人类太空探索的历程与意义，利于吸引学生

注意，较为符合学生的“认识特点”，容易提升“学习兴趣”。再加上微课可以反复观看，也可以兼顾

部分学困生的“个性特点”，提升学习成绩和学科素养，利于改善“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

由于本节微课在内容设置上有一定的结构性和梯度性，因此可以预测学生在观看微课视频的“学

习状态”的转变：首先通过人类探空探索的历程导入，利于学生迅速进入“起点状态”；由现象引发疑

问，再到介绍我国探空探索的重要历程，层层深入，利于学生保持良好的“过程状态”；最后，通过

太空探索的新近事例说明人类探索太空的意义，以期达到完美的“终点状态”。期待学生能利用好微

课资源，补充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最终提升自我的学业成绩和学科素养。

《探索太空 逐梦未来》微课脚本

（分为“教学目标”“技术支持”和“微课脚本”等栏目，不少于 600 字）

一、教学目标：

结合图片、影视资料，描述探月工程、火星探测以及空间站建设等人类太空探索的进展与意义。

二、技术支持：

EV 录屏、迅捷视频剪辑。

三、微课脚本：



同学们好！本期微课，我们一起来学习：探索太空、逐梦未来。

最近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我国航天成就的新闻，比如，北京时间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神州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仅 8 小时后，两个航天机组顺利在“天宫”

会师，正式开启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的时代。面对如此成就，我们不禁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

当然有的同学也许会问：人类的“飞天梦”是什么时候实现的？我国航天事业在哪些领域有所成就？

为什么一定要探索太空？探索太空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等等，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一起来尝试解

答这些疑惑。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向往飞出地球，去探索宇宙的奥秘，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使这种梦

想一步一步变为现实。比如，1957 年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它标

志着人类从此进入太空时代；1961 年，前苏联的“东方一号”飞船载着加加林在太空中飞行了 108

分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1965 年，前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完成太空行走，这是

世界航天史上的第一次太空行走。1969 年，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将求知触角延伸至月球，并在月

球上留下了人类第一个足迹。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伟大时刻（播放视频）。

然而，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并未停止。1971 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试验性载人空

间站——“礼炮 1 号”；1977 年，美国发射“旅行者 1 号”探测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离开太阳系

的人造飞行器；1981 年，美国生产的世界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试航成功，人类的载人航

天活动由此进入到规模较大、飞行时间较长的空间探索与试验阶段；1996 年，美国“探路者”火星

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人类由此拉开火星探索序幕。

与前苏联和美国相比，我国的航天事业起步较晚，但进展较快。1960 年，我国成功发射第一枚

探空火箭和第一枚自制的运载火箭；1970 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 1 号”，我国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用自制的火箭发射自制的人造卫星的国家；1975 年，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

球卫星发射成功，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1999 年，第一艘试验飞船“神州 1 号”

首发成功，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3 年，杨利伟乘坐的

“神州 5 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中华民族的飞天之梦进入新的阶段；2011 年，“神州 8 号”与“天

宫 1 号”成功对接，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独立建成空间站的国家；2019 年，“嫦娥 4 号”

首次实现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2020 年，我国成功发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并一次

性完成绕、落、巡三大任务。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些重要时刻（播放视频）。

在感悟我国航天事业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可能会对众多的航天词汇晕头转向，让我们一起来

简单认识下我国庞大的航天器家族成员。“神州”系列是载人飞船、“天宫”系列是空间站、“问天”、



“梦天”系列是空间实验舱；“嫦娥”系列是月球探测工程、“玉兔”号是月球车；“天问”系列是行

星探测器、“祝融”号是火星车；“羲和”系列是太阳探测卫星，等等。

航天器的发射，离不开运载火箭。我国的运载火箭家族主要有长征系列和龙系列。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是我国自行研制的航天运输工具，目前共有四代 20 种，总体技术性能已接近和达到国际一流

水平。龙系列火箭主要为捷龙固体运载火箭系列和腾龙液体运载火箭系列两大类，捷龙三号已于近

日首飞成功。

除了航天器与运载火箭，我国的四个卫星发射中心也功不可没。我国第一座航天发射中心位于

甘肃酒泉，始建于 1958 年，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载人航天发射场，目前共有 16 位中国航天员累计

26 人次从这里出征太空。这里地势平坦，人烟稀少，全年少雨，夏半年白昼时间长，很适合卫星和

载人航天飞行器的发射。第二座卫星发射中心位于山西太原，始建于 1966 年，这里地处黄土高原，

特殊的经纬度使这里成为我国近地极地轨道卫星发射最理想的场所。第三座卫星发射中心位于四川

西昌，始建于 1970 年，这里海拔高，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发射任务。第四座是 2009 年开工

建设的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这里具有纬度低、安全性好、运输限制少等优势，主要承担地球同步

轨道卫星、深空探测器的发射任务。四大卫星发射中心形成了沿海内陆、高低纬度相结合的科学布

局。他们优势互补，有力的助推了我国航天梦的实现。

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对太空的探索。那对太空的探索有什么意义呢？人类探索太

空的目的，是和平开发和利用太空资源。那太空中有哪些资源呢？比如，广阔的空间资源。宇宙空

间极其辽阔，人类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观测地球，可以迅速大量地收集地球的各种信息。人们利用卫

星进行军事侦察、空间通讯、气象观测、寻找资源以及为飞机导航，等等。右边的这幅图，是我国

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模型，它打破了国外多种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数据的垄断，有力的保

障了我国在现代农业、防灾减灾、资源调查、环境保护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科学家

们还可以在太空中建立大型的国际空间站，用于科学实验。也有科学家提出，在月球和其他星球上

建立可以供人类生活的大型太空城，进行太空移民。

另外，太空中含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能资源。但绝大部分的太阳能不能到达地表，科

学家们设想在围绕地球轨道上设置太阳能动力站，把太阳能转变成动能，然后传送回地球，以满足

人类对能源的需求。

太空中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比如月球上就约有 60 种矿产，并且富含地球上所稀缺的核燃

料氦-3。太阳系的许多小天体上也都富含着各种矿体，如能开发利用，将有助于解决未来地球上矿

产资源短缺的困境。



此外，太空中还有特殊的环境资源。宇宙空间具有微重力、高真空、强辐射、超低温等特殊条

件。利用这些条件，可以制造和培育出纯度高、性能独特、质量优异的新物质、新材料和新品种，

我国曾在天宫一号、天宫二号上都做过太空的生物实验，比如太空养蚕、培育花卉和辣椒，以及首

次培育出水稻良种，这些太空实验为未来的人类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总而言之，人类的太空探索历程步稳蹄急，人类的太空探索意义多彩绚丽。怀揣飞天梦的华夏

儿女，正在用“实干”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正在用“创新”谱写新时代的新篇章，正在用“梦想”

传递新时代的接力棒。青年学子们，让我们接续奋斗、勇毅攀登，努力在浩瀚的宇宙太空，留下更

多的中国身影、中国足迹。

本期课程结束，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