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航天飞行演讲稿 中国航天精神演
讲稿(优秀6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那么你知道演讲稿如何写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航天飞行演讲稿篇一

大家早上好!

我是来自x班的xx。今天我在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致敬航天
人，共筑星河梦”。

星空之上，深邃而迷人。我相信大家都在某一个夜晚抬头仰
望过星空，寻找那北极星、北斗七星、还有那长长的、泛着
迷人光泽的银河。日落云起，天光抹绯。疏落银河灿灿，泻
缕缕潺涓，一派璀璨。从人类仰望长天，见星，见云，见星
空的那一刻起，长天成了画卷，星空成了谜题，让每个醉心
者神思牵挂，心有向往。

星空之下，一代代人仰望着星空，疑问着、探索着。万户飞
天、嫦娥奔月、天问火星，寄托了先辈们的梦想和思考。一
路过来，“神舟十三号”已在前天凌晨发射成功，中国航天
人用自己的汗水经验铸成了一道铁打的阶梯，携着前人之愿，
一路伸向那未知的天空。回头看来，明代万户在飞天之前也
曾仰天大笑道：“飞天，乃是我中华千年之夙愿。今天，我
纵然粉身碎骨，血溅天疆，也要为后世闯出一条探天的道路
来。”万户飞天虽然不成，但那种探索的精神与英雄无畏的
气概却被后世流传下来，至今尤让人铭记。再往后看，那些
为了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人，虽然没有万户那样传奇的故事，
但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已然刻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航空飞天、火箭结构……这些距离我们似乎都十分遥远。那
些飞天的动人故事和激动新闻似乎也像星星一样，被我们熟
知而又似乎为我们疏远。刚好，本次“航天巡展进校园”活
动弥补了这一遗憾。在我校体育馆一楼和教学楼c楼同时展出
了与航天相关的实物，受到了大家的广大关注。于我来说，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火箭残骸。很难想象这些残骸是如何
在与空气的剧烈摩擦以及落地时的碰撞中仍然保持着原来的
样子。另外，如果细看，也能发现这一些航空材料内是由多
个三角形组成，也不奇怪这些部位的坚固了。为此，我还是
不得不惊讶于我国航天事业的科技水平之高。

本次航天巡展活动也带来了一位即将升空的新朋友——一颗
低轨道通讯类卫星。几天内，华二学子结合自身，查找资料，
奇思妙想，投稿了各种寓意深刻的名字。最终以六年级7班的
孙艺萌同学的创意“华曜星号”定稿。试想，今后祖国的天
空中有一颗我们华二人自己命名的卫星，正发挥着作用，何
等自豪!

一个精神融入一个梦想，古人屈原在《天问》中对寰宇有所
提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两千年前一句发问，现今有了令人满意的答卷——那是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以追赶、并跑、超越之势不可挡，展现出
的航天梦想与精神。科学家们也正是以航天人自强不息的无
畏，才永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这始终如一的精神，才
会众志成城、战无不胜，翱翔九天，追星不已。

诚然，航天事业需要一代代的不间断的研究与奉献。“不驰
于空想，不鹜于虚声”，仰望星空的同时也要脚踏实地。也
愿我们一同努力，坚定信念，看好空中星，走好眼前路，在
未知的前方一同踏路拓荒。也愿大家有朝一日能随风而起，
扶摇直上，去追寻自己心中那颗闪闪的星星!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航天飞行演讲稿篇二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宇航员。

我想坐着一艘非常豪华的宇宙飞船飞上九天，去看看金星为
什么是黄色的，去看看水星有没有水，去看看土星有多漂亮，
去看看木星有多大。如果我当上了宇航员，我想对这些星球
说声“你们好”。

我想飞出太阳系，去看看有没有外星人。如果有外星人，他
们会热情地招待我吗?还是会抢走我带的食物?海卫二号等星
球上有没有植物?如果有植物，那这些植物是靠什么来生长
的?它们是不是也一样绿油油像草坪一样?我在那里能不能像
在地球上一样踢足球?如果我当上了宇航员，我想对那些植物
说声“你们好”。

我想飞过南天门，飞到凌霄宝殿上，去看看有没有玉皇大帝
和孙悟空。如果有玉皇大帝，他是不是一个正在吃蟠桃的白
胡子老头模样?孙悟空是不是真的神通广大，所向无敌?如果
我当上了宇航员，我就要向他们打个招呼，叫声“你们好”!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宇航员。我知道天上有哈勃望远镜，我知
道中国在太空里面有“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太空站，
它们是人类走向太空的第一步。我也要努力学习，迈出我的
第一步!

航天飞行演讲稿篇三

寂静的夜幕，明月高悬，星光璀璨，熠熠生辉。蓝色星球上
的人们，脚踩大地，仰首夜空，好奇那遥远的星空的玄妙与
神秘，那一瞬的疑惑，开启了人类对深邃星空的向往与探求，
此后数代人为之奋斗不懈，一步步接近那遥不可及的存在。



2021年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翟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三名航天员奉命出征，他们将在太
空“旅居”6个月的时间，这是我国航天史上的一次新突破。
回首中国航天史，无数航天人接续奋斗，推动中国航天发展
日新月异。我们看到的，是卫星，是火箭，是火星车，是空
间站……无数个航天成就，都是中国航天人用心血浇灌出来
的，背后的攻坚克难，持续探索，是我们看不到的，航天精
神。

载人航天精神是一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
关、特别能奉献”的伟大精神，数代中国航天人坚守“仰望
星空，脚踏实地”的初心，秉承着“为国争光”的理念，一
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地踏在中国航天的路上，在航天领域
大步向前，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航天奇迹。激励他们向前的动
力是什么呢？大概是热爱吧，热爱星空，热爱深邃神秘，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所以不畏艰险，不怕吃苦，自强不息，
勇往直前。

中国的航天事业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技术落后，
人才稀缺，专业知识匮乏等等，都是当年中国航天人面临的
问题，但他们并不畏惧，而是决定以渺小启程，不负祖国，
不负人民。我们所熟知的“两弹一星”元勋们，就是最初的
航天人，他们为了中国航天梦奉献了多少青春，多少热血，
那一切的努力拼搏，都不是为了外在的财富，而是为了国家
的尊严，民族的荣耀！以他们的学识水平，本该有更好的职
位，更高的薪酬，富足安乐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却选
择了荆棘与挑战遍布的中国航天路，选择了隐姓埋名，默默
无闻，选择了淡泊名利，扎根平凡……是他们的牺牲奉献，
呕心沥血，才换来了那时新生的中国在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
打破了超级大国科技垄断的局面，一点一点缩小中国和其他
科技强国的距离，提升我国国际地位，立世界东方，扬中华
之名！向科研人员致敬！

每一次成功发射的背后，有着地面科研人员的付出，也有着



航天员的刻苦训练。航天员是一种职业极其特殊的人，他们
要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在航天器的舱内外完成飞行监视、
操作、控制、通信、维修以及科学研究等特殊的工作任务，
并能正常的生活。这就要求必需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使
他们具备优良的生理和心理素质，对航天特殊环境因素有很
强的适应能力，并熟练掌握航天器和完成飞行任务所应具备
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因此，他们不仅要接受基础知识训练，
体能训练，还要进行超重和失重训练，模拟飞行训练以及心
理素质训练。这一系列的“魔鬼训练”，在正常人看来都是
无法接受的，但这却是航天员的日常，因着职业的特殊性，
航天员为之付出了许多。很多人小时候都梦想成为一名宇航
员，遨游太空，那看起来好像是一件轻松且有趣的事情，殊
不知，这背后是怎样日积月累的付出与痛苦，让我们向航天
员致敬！

“嫦娥”“玉兔”“祝融”“夸父”“羲和”“鸿雁”“蛟
龙”“天宫”“北斗”“鹊桥”“神州”……这些以中国神
话命名的航天成果，象征着中国航天人的浪漫——将先人口
中的神话变为现实，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用行动诠释着伟大的
航天精神，初心不改，砥砺向前。中国航天未来之路依然长
远，就请勇往直前，向着浩渺的星空进发，揭晓寰宇的奥秘，
缔造下一个奇迹，中国航天，永不止步！

航天飞行演讲稿篇四

中国，本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了火箭的国家，但由于长
期的闭关锁国加上苦不堪言的百年挨打史，最终却落个火箭
几乎为零的下场。多少人在着急！多少人在渴盼：火箭，你
何时才能重返故乡?终于，1960年，中国的火箭将士们，忍着
饥饿的肚子，开始了从仿制苏联导弹到自己设计导弹的艰难
跋涉，当中国宣布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的消息时，全世界都
被震动了。从此，中国航天在艰难中步向辉煌！1992年，我
国载人飞船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进行研制，这项工程后来被定



名为“神舟”号飞船载人航天工程。

仅仅7年后，北京时间1999年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我国发
射的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号在完成了空间飞行试验后在
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作为我国航天史上的又一
里程碑，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的成功发射与回收，标志着我国
载人航天技术获得了新的重大突破。

20xx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内蒙古主
着陆场成功着陆，实际着陆点与理论着陆点相差4.8公里。

返回舱完好无损。航天英雄杨利伟自主出舱。我国首次载人
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全世界震动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在蒸蒸
日上，在中国航天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辉煌业绩，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长期奋斗中，我国
航天工作者不仅创造了非凡的业绩，而且铸就了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我
们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永远值我们学习。

看到我国的航天事业，这么突飞猛进，做为一个二十一世纪
的小主人，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长大了为祖国航天事业的
发展做出贡献。

1970年4月24日，一颗耀眼的‘星”划破天际——中国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诞生了！这是提前为国庆献上
的厚礼，也标志着我国卫星史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此之后，我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快速跃升：中国第一艘无人
试验飞船“神舟”一号试验飞船起飞；中国自行研制的“神
舟”二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神舟”
三号成功升入太空；神舟四号无人飞船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
严寒中成功发射，并在飞行7天后平安返回。



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实现
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乘坐神舟
六号飞船再次飞上太空。

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2人5天、航天员直接参与空间科学实验
活动的新跨越，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
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从1999年到20xx年，六年时间，六艘飞船，六次飞跃，我国
航天事业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令世界称奇，使亿万中国人民
备受鼓舞、倍感自豪。

六年时间，六艘飞船，六次突破，我们以智慧与努力，弥补
了物质技术基础的不足，创造了中国载人航天的一次次飞跃！
此后，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状态：神七出舱，
“天宫一号”发射成功，“神八”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
神九与天宫一号自动对接……这些都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万
分。

但是，我国航天事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近几
年，美国宇航局每年的预算在170亿-180亿美元，超过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20年的总投入。

在人造卫星领域，我国刚刚达到国际航天界20世纪80年代末
至90年代初期的技术水平；在飞船研制技术领域，我国与美
国和俄罗斯相比也还有一定的差距；在航天重要领域，我国
与世界航天水平的差距保守分析为10年到15年。

我们是国家的栋梁，祖国的希望。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
强”，作为祖国的希望，我们惟有好好学习，用知识武装自
己，才能让祖国的航天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要继
承中国航天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懈
努力，为了我们的祖国，甘于奉献！



航天飞行演讲稿篇五

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航天员，究竟需要接受哪些训练和准备
呢?以下是百分网小编搜索整理的关于航天员如何培训和准备
航天飞行，供参考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想了解更多信
息请持续关于我们应届毕业生考试网!

1959年，前苏联决定在空军飞行员中征召第一批宇航员。加
加林立刻向空军指挥部提交了申请报告。

选拔异常严格，一连几天，他每天必须回答来自科学家、医
生和军官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本身就是一名出色的
飞行员，身体条件好，又沉着冷静，很快地，他成为了第一
批6名宇航员中的一员，开始接受训练。

他经常被带到一个具备良好隔音系统的绝音室里，里面只有
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放着一个仪表盘，桌子旁放着一张沙发
床，一个装有食品的冰箱，一块帘布后边就是厕所。加加林
需要在里面生活十天甚至更长，并且，不止一次。这就是独
自生活的考验了。

除了独自生活考验，根据后来的回忆，加加林还接受了很多
艰苦的训练。例如，针对宇航员进入宇宙中的环境变化，学
者们进行了预测，并为加加林安排了关于失重和高温的训练。

他会进入滚筒中，坐在固定的一张座椅上进行失重训练。训
练时，滚筒飞速旋转，令他感到天晕地旋。开始的一段时间，
他感到头晕目眩、内脏翻滚、全身肌肉紧缩，艰苦的环境令
他大汗淋漓，脸色苍白。直到他能够在滚筒中保持自己的平
衡，才算达到训练的目标。

而对于高温环境，他需要到人称“蒸箱”的人工控温室里进
行训练和测试。短时间内，温度会从常温开始上



升，40℃，50℃，乃至70℃，80℃，而加加林经过训练，在
其中坚持了超过100分钟。

经过了种种艰苦的训练，加加林才终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
入太空的宇航员。

随着人类航天活动经验的不断积累，现代航天员训练和准备
越来越科学和规范，能够“有的放矢”。

航天员培训的内容，除了航天理论和基础知识培训，也要进
行增强体质的体育锻炼、航天特殊技能训练，并进行适应特
殊环境的训练和飞行模拟。

联盟-tma号训练船

由于航天员在执行任务中要经受巨大的噪声、振动、冲击、
超重和失重等各种恶劣环境，并且还要在这些恶劣环境中保
持头脑清醒进行工作，因此，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首
先要进行增强体质的训练。训练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神经系统
的灵活性、前庭器官平衡机能的稳定性、心脏和心血管系统
的`舒缩机能、人体对低压缺氧环境的适应能力等。

常见的项目包括伏虎、秋千、体操、球类、蹦床、游泳、滑
冰、滑雪、长跑、爬山、骑自行车和跳伞等等。

这些体育锻炼强度可是非同小可，比如美国为训练“阿波
罗”计划中登月航天员的月面行走能力，让他们穿着几十公
斤重的登月航天服每天在沙漠中步行20-30千米;而苏联为准备
“苏美对接”飞行，让航天员在一年半中越野跑步200多千米、
骑自行车1000多千米、滑雪3000多千米。

当然，除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不能忽视，航天员不仅要
进行心理适应训练，还要共同训练培养协同性(往往是半年到



一年，如果是长期飞行常要准备两年以上)。

要成为航天员，需要学习许多科学知识。

具体的有：

此外，为了应付一般的太空疾病，他们还要学习一些医学和
航天医学知识以及简单的太空医疗技术。

前面已经提到，航天员执行任务时会经历各种恶劣环境，而
针对噪声、振动、冲击、超重和失重这些恶劣的环境，也需
要进行模拟训练，正如加加林所做的一样。

比如，利用飞机飞行进行失重训练，利用大型离心机进行超
重训练，利用隔离舱进行生活工作的训练，弹射座椅的救生
训练，高低温和噪声适应训练等等。

俄罗斯超负荷离心机

航天员上天可不是单纯生活的，他们要操作飞船，进行大量
的工作，所以，航天员在执行任务前必须集中半年以上的时
间针对任务作具体训练。

航天员除了参加航天器总装、测试、火箭预射试验外，还进
行专门模拟飞行、对接和着陆等训练。

模拟飞行训练在低真空的航天器模拟舱内进行，它能给予除
失重以外的一切飞行感觉和环境。

此外，对于起飞过程着陆过程，还有飞行中正常的和不正常
的情况，还有航天器对接、出舱、舱内外活动、回收和救生
等航天活动，都要进行模拟。

训练简单不少!当然这只是成为航天员的一些准备，模拟飞行



训练等等还是不能省的。

两天的基础课程，教授核心的知识和技术，比如空间环境和
飞行器知识，飞行经验，生理和心理效应，安全保障和应急
措施，生命维持系统和宇航服，等等。

--进阶空间训练(4000美元)

两天的课程，关于急救和安全程序的进一步训练。

--载荷专家训练(1000美元)

一天的特殊课程，为研究者提供，关于在空间飞行期间策划、
设计和实施科学实验的知识和技术。

--宇航服和系统训练(价格可直接咨询natar)

一天的特殊课程，由宇航服制造商讲授如何穿/脱宇航服、如
何在航天飞行中使用和操作生命防护和维持的装备。

针对航天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责任重大，不能马虎)：

--发射和返回的高重力训练

为期两天，包括生理效应、抗荷动作、保护装置、身体调理
和饮食等，并在离心机中进行模拟训练。

--姿态感知训练

为期一到两天，学习根据飞行环境调整自己和航天器姿态，



学习相关技术以及突发情况处理，并进行模拟飞行。

--空间定向障碍(飞行错觉)训练

为期一天。

航天员在飞行中可能对飞行姿态、位置和运动状况发生的错
误判断，可分为三种类型——飞行错觉、脱离感觉和空间失
定向。

飞行员感觉到的可能和航天器的实际状态是不一样的，这在
飞机飞行员中非常常见，据说几乎所有的飞机飞行员都遇到
过。这项训练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

训练方法为在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后，利用仪器进行模拟。

--防止飞船破坏以及进行修复的训练

为期一天半。学会识别和避免飞船失控。学习以往的航天经
验，通过模拟来熟悉操作。

--缺氧和快速减压训练

学习鉴定缺氧的症状，学习安全和有效地处理舱内低氧或快
速减压的情况。

--逃生训练

别犹豫，该用就用!训练为期一天。



通过上面的介绍，相信你能看得出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航
天员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每一次航天任务的成功，都伴随
着背后极其艰辛的努力!

航天飞行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

庞大的飞船承载着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奔腾的火焰燃烧着我
们的炽热青春，神奇的航天服凝聚着科学家们的泪水汗
水……您带着国人的骄傲与自豪，穿过现实的羁绊，工作总
结范文伴随着那响彻天地的巨响升入浩渺的天空。

您，是我心中的英雄；您，是国人的骄傲。您教会我什么是
坚持，您教会我什么是拼搏，您用您那炽热的中国心，点燃
了梦想的火焰，唤醒了我的自豪，是的，是您——伟大的航
天英雄。

忘不了那沉着的＇表情，忘不了那自豪的眼神，面对着中国
的沸腾，您只是轻轻挥一挥手，那样的冷静与沉着是从何而
来呢？您在众人之中展露头角，您在竞争之中独占鳌头，您
有着战胜一切的勇气，您有着他人所没有的坚持。面对众多
艰难训练，您没有退缩，而是勇往直前，因为您知道您怀揣
着亿万中国人的梦想，您肩负着国人交给您的重大使命，所
以您顽强拼搏，最终带着所有中国人的梦想飞向太空，中国
人也通过您的眼睛看到了最美的景象。

中国正在飞速地发展着，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可以肯定
的是我国的航天事业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这就意味着我
们的梦想还没到达终点，我们定会再次看到那神奇的天象，
伟大的航天英雄也会永远在我们心中。

梦想的沉淀，心灵的洗涤，一次次的升天，一次次的挥手，



让中国人倍感骄傲，中国的飞天之梦仍在继续，而您那伟大
的爱国精神也从未泯灭。

您是中国人的英雄，您是中国人的骄傲，您永远在我们心
中——航天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