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梦航天体会 中国航天心得体
会(精选8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国梦航天体会篇一

当然不是了！探索宇宙的奥秘和扶贫从根本上就是两回事儿，
并没有实际的冲突，一个国家每年都有财务预算，扶贫、教
育、建设、科研、探索宇宙这都是早就预定好的，各个钱有
各个钱的用处，都有存在的意义。

一、探索宇宙看似投入巨大没啥回报，但实际上是能够促进
科技发展的途径。

我知道在很多人眼中嫦娥五号到月球或者说宇宙飞船飞到太
空是一种特别烧钱的事儿，觉得除了让外国人看到中国的财
力雄厚外啥都没有，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人类探索宇宙的
意义非常大只是普通人了解不到了罢了，这些人造卫星或者
说宇宙飞船到了外太空后就能够收集到天气的信息，虽然不
一定准确，但却帮助人类避免了不少的灾害。

据国外的数据统计，这些卫星的存在帮助人类减少了饥饿的
情况发生，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因为要探索宇
宙，分散了不少国家之间的矛盾，减少了矛盾也就让众多人
减少了战乱之苦。

二、因为探索宇宙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只
是我们没有察觉罢了。



举几个例子，车辆导航估计有车的人都用过，但这些导航都
是根据卫星上的传送回来的数据进行导航，还有日常吃的'方
便面、压缩饼干、脱水蔬菜，甚至是市面上售卖的枕头，这
些都是为了让宇航员在太空上能够更舒服的生活而研发出来
的，还有最普通的尿不湿，这也是为了让宇航员方便生活而
发明的。

因为有了航天事业人类在不断地进行研发，虽然看似投入大，
但实际这些研发都已经遍布我们的生活，看似和我们没啥关
系的事儿，其实和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

最后：

其实我觉得探索宇宙还蛮好，最起码通过这些宇航员知道了
除了地球外的景象，没准儿哪天还能看到外星人长啥样呢！

中国梦航天体会篇二

中国航天事业飞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航天领域的重要一员，
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这让我们对中国航天深感骄傲，
同时也能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体会。在探索宇宙的道路上，
我们应该学习中国航天的坚持、创新和团队合作精神，为更
好地推动我们自己的事业奠定基础。

第一，中国航天的成功离不开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航天事
业起步较晚，面临着许多艰巨的挑战，但中国航天人没有退
缩，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心和勤奋的工作精神，始终秉持
着“不轻言成功，不懈怠” 的信念，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
正是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支撑着中国航天人不断取得突破，
实现飞跃发展。

第二，中国航天的成功体现了创新精神的重要性。面对国际
航天领域的竞争，中国航天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致力于自主
研发关键技术。从载人航天到深空探测，中国航天人通过不



断创新，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发展道路。这也提
醒着我们，在工作中要时刻保持开放的思维，勇于创新，不
断适应时代的发展。

第三，中国航天的成功凝聚了团队合作的力量。中国航天是
一个庞大的团队工程，其中包括了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和工
程师。他们在共同的目标下密切协作，各司其职，发挥出协
同效应。中国航天的成功告诉我们，只有团结一心，形成强
大的合力，才能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第四，中国航天的成功关乎国家发展战略的落实。航天事业
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它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全
局。中国航天的突破和成就反映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
新与发展的决心和举措。我们可以从中理解到，在我国事业
发展中，航天产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第五，中国航天的成功对于全球合作和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际航天领域，中国航天人积极参与各种合作项目，与世
界各国分享航天技术和经验。这种国际交流不仅有助于推动
我国航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推动全球航天事业的
繁荣与合作。中国航天对于实现人类探索宇宙的梦想发挥着
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航天的发展给我们上了课，教会了我们许多
重要的道理。坚持不懈的努力、创新精神、团队合作、国家
发展战略和国际合作交流，都是中国航天成功的关键要素。
我们应该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学习这些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相信只要我们发扬中国航天的
精神，我们的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中国梦航天体会篇三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了国家综
合国力和科技领域的标志性项目。在参与中国航天事业的过



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航天的精神，同时也获得了一些
宝贵的经验和体会。下面将从我对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航
天人的奋斗精神、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航天所带来的社会效
益以及我个人的成长和收获等五个方面，阐述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令人钦佩。回顾中国航天事业的
起步阶段，可以看到中国航天工作者始终坚守初心，经历了
无数次的失败和困难，但却从未放弃，不断追求进取。他们
用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敢于攀登科技高峰，不畏艰难险
阻”的精神，鼓舞和激励了无数的国内外年轻一代。正是有
了这种不断探索和奋斗的精神，中国才能取得了瞩目的航天
成就。

其次，中国航天人的奋斗精神令人钦佩。在与航天人共事的
日子里，我深深感受到他们对事业的投入和热爱。无论是在
科研实验室还是在航天发射场，无论是面对着技术难题还是
面对挑战，航天人总能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不断探索和创
新。他们深知航天事业充满困难和风险，但仍然以不屈不挠
的精神面对挑战，不断超越自我。这种奋斗精神是我在工作
和生活中的重要指导原则，刺激着我不断追求梦想和进步。

第三，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体现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在中
国航天的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一直是推动力量。航天科研
人员深入研究先进科技，解决了许多困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
的技术难题。例如，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不仅成功发射了
神舟号，还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载人飞行任务，提高了我国
的载人航天技术水平。通过科技创新，航天事业不断向前推
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航天事
业不仅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
展。航天技术的应用涉及军事、通信、气象、卫星导航等多
个领域，为国家的安全和民生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航天
事业也激发了年轻一代对科学技术的热情，推动了全民科学



素质的提高。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
强大和崛起，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希望。

最后，参与航天事业让我个人获益匪浅。在这个过程中，我
接触到了许多先进的科技和先进的思维方式，对自己的知识、
技术和思想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与航天科研人员交流合
作，让我深刻了解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锻炼了自己的组织、
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还通过这个机会学习到了迎接挑
战和应对压力的方法，培养了自己的坚韧和毅力。这些经历
和收获将对我未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总而言之，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
验和机会。通过参与航天事业，我们能够体会到中国航天人
的奋斗精神，认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感知到航天事业的
社会效益，并在个人成长和收获中获得启发和指导。中国航
天的发展历程令人钦佩，相信在未来，中国航天事业将继续
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梦航天体会篇四

中国航天事业自1960年代起，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已
跻身世界一流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航天人毅然奋斗，
不断战胜一个个困难和挑战。作为中国民众，我们对中国航
天事业的发展充满自豪和期待。近年来，中国航天探索的更
深入，科技进步的步伐更加迅猛。以下是我对中国航天事业
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航天事业展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无论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还是中国第一
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都凸显出中国航天人乐观向上的精
神风貌。面对技术壁垒和时间紧迫的压力，他们不畏艰难，
积极攻关，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航天探索的过程中，每
一次成功都是坚持不懈和勇往直前的结果，中国航天人展现
了不屈不挠的品质，也为全国人民树立起了典范。



其次，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功离不开持续创新和科技进步。中
国航天人不仅在基础科研领域进行积极探索，还加大了对关
键技术的研发力度。随着中国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已
经成功实现了很多领域的突破，例如，月球车的成功登陆、
载人飞船的研制成功等等。这些成就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
航天领域的地位，也进一步加速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步伐，同
时也为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中国航天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方面，
航天科技的广泛应用促进了航天产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
链的完善和壮大。另一方面，航天科技的进步也为科技创新
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航天事业不仅提升了国家
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同时也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
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财富。

第四，中国航天事业激发了国内外民众的科技热情和探索欲
望。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参
与到航天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中来。科普宣传活动的举行，使
得公众对航天科技的了解更深入，对太空探索的热情也日渐
高涨。中国航天人的努力和成就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到科技
创新和航天事业中，形成了全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关注和追求。

最后，中国航天事业也提醒我们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航天
技术的发展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地球资源的有限
性也限制了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在充分挖
掘航天科技的潜力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只
有当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时，我们才能实现航天事业的长足
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国航天人坚定
的意志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离不开持续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助
力，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效益，激发了国内外
民众的科技热情和探索欲望，同时也提醒我们要注重生态环
境保护。中国航天人的不懈努力，无疑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



榜样，也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相信在未来的
岁月里，中国航天事业将会继续发展壮大，为我们带来更多
的惊喜和突破。

中国梦航天体会篇五

这是继20xx年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后，中国航天员再次实
施的空间出舱活动，也是空间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的首次空间
出舱活动。

此次出舱活动，天地间大力协同、舱内外密切配合，圆满完
成了舱外活动相关设备组装、全景相机抬升等任务，首次检
验了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首次检验了航天员
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
与安全性，为空间站后续出舱活动的顺利实施奠定了重要基
础。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自6月17日进驻天和核心舱以来，按计
划开展了各项工作，目前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后续在轨飞行
期间还将进行一次出舱活动。

中国航天报记者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来现场报道：

刚刚，在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内外，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乘组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携手打了一场太空出舱、舱外
组装与维修、应急返回的配合战，大获全胜。

20xx年9月27日，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航天员翟志刚曾挥舞国旗，
首次亮相在浩瀚宇宙。时隔13年，出舱大片在“天和”上演，
任务却要复杂得多。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出舱

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航天员翟志刚首次出舱



7月4日7时30分左右，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大屏幕上，刘伯明、
汤洪波身着舱外航天服出现在节点舱。轨道舱舱门、节点舱
前舱门、节点舱与小柱段之间的双向承压舱门都已关闭，两
人现已被节点舱“包裹”起来。此刻，聂海胜正“坐”在大
柱段的计算机前，时刻关注着两人的状态，并不时发出操作
指令。

出舱准备工作继续，给节点舱泄压、航天员吸氧排氮、开展
通信测试……这套流程与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出舱时相
似，却又有所不同。“此次应用了气体复用技术，通过舱间
抽气泵将节点舱的空气抽到大舱，空气复用率较高。”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汤溢介绍。

8时11分，舱内气压接近真空状态，刘伯明打开节点舱上方的
出舱口舱门，第一次亲眼见证舱外环境，不禁脱口而
出：“外面是黑的。”

在两人配合给舱门装上保护罩后，刘伯明一个跃身来到了浩
瀚宇宙。节点舱高清摄像机、航天服摄像机以及舱外全景摄
像机全程拍下了这一过程。

“哇，这外面太漂亮啦！”刘伯明惊叹道。

在此之前，空间机械臂已经来到了出舱口，进入整臂待机制
动状态。就像我们熟知的云台车一样，它将是航天员在舱外
的移动工具和临时工作站。

刘伯明出舱门后，汤洪波并没有紧随其后。接下来一段时间，
他们要以一上一下的姿态，打好第一场配合战——在空间机
械臂上安装脚限位器和操作台。就像地面建筑施工队似的，
汤洪波负责“搬砖”，刘伯明负责“搭建”。

一场太空“搭积木”正式上演。



刘伯明接过汤洪波从舱内递上来的脚限位器，将其安装在空
间机械臂的一端。这是底座，也是用来固定航天员双脚的，
航天员“站”在上面可以随机械臂“爬行”而移动。舱内，
汤洪波正在对操作台组件进行初步安装，随后用带挂钩的绳
传递给刘伯明，由刘伯明安装在脚限位器一侧。这就是舱外
工作用的操作台。在刘伯明的腰间，还有一个微型工作台，
这是他在舱内就已经戴好了的。

“没有看到满天繁星吗？”9点30分左右，操作台安装完成，
聂海胜忍不住问。

10点20分左右，刘伯明上机械臂，机械臂移动到接设备点。
最后传递上来的是此次舱外工作要用的把手、抬高支架和一
些专用工具递上来，刘伯明把它们一一挂在操作台上。有了
它们，航天员将展开第二项舱外工作内容。

两人配合默契，一环扣着一环，第一项舱外工作顺利完成。

“天和”内，聂海胜“坐”在计算机旁，细心操作、准确指
挥；机械臂缓缓移动，刘伯明“站”在脚限位器上，他继续
移动，准备开展第二项工作。

汤洪波就没那么轻松了。11时左右，他跃身出舱，开始借助
舱表扶手，用手“爬行”。每走一步，他都要把身上安全绳
的另一端挂在扶手上，防止飘走。他速度很快，率先达到目
的地——大、小柱段之间偏右的位置。

他们的第二项工作是将安装在此处的一个全景摄像机进行抬
高。“通俗地讲就是给全景摄像机安装一个‘自拍杆’，使
其在原来的位置上抬高一段，具备更佳的视场。”航天科技
集团八院全景摄像机主任设计师徐起形象地描述。

汤洪波到达目的地后，徒手拔掉全景摄像机的电缆插头。很
快，刘伯明也到了，在汤洪波的配合下，他拿出通用电动松



不脱螺钉拆装工具，给全景摄像机装上把手、卸掉安装脚，
小心翼翼把它取下来。据悉，研制人员为全景摄像机设计了
一款舱外专用把手，既可在拆装全景摄像机时保护4个镜头，
又可以方便航天员携带全景摄像机。

随后，刘伯明将一个圆柱形加长支架装在摄像机原来的'位置，
装摄像机、插电缆插头、拆把手。每一步操作，刘伯明都小
心翼翼。这样的动作，他在水下预演了很多次，早已将要领
熟记于心，但真在太空中操作，还是相当困难。

“安装好，辛苦啦，你们！”聂海胜说。随着全景摄像机开
始工作，透过它的镜头可以看到，在白云的衬托下，蓝色的
地球像海洋一样，非常漂亮。

紧张有序，第二项舱外工作也顺利完成。

太空环境异常复杂，科研人员把航天员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设计了多种安全保障措施，例如各类相机或摄像机实时监视
等。尽管如此，逃生技能也是一堂必修课。为此，第三项舱
外工作就是应急返回演练，主角是汤洪波。

在这项工作中，汤洪波要徒手爬到“天和”核心舱最远处。
接到撤离指令后，他第一时间折回，以最快速度返回舱口，
并直接进入节点舱。

“舱外活动非常考验航天员的臂力，人在失重环境下很难控
制自己，轻轻移动就出去了，可要想停下来就得花很大力气。
”汤溢说，这种应急返回场景，航天员在地面时就曾多次在
水中演练，为的是必要时刻为自己赢得一线生机。

“03感谢所有科技工作者，祝中国航天事业越来越好。”汤
洪波快速爬到出舱口时，没有再等自己的队友，说完这句话
就迅速进入节点舱。



刘伯明随着机械臂的移动，也很快来到舱口。他把工具一一
取下来递给汤洪波，最后把操作台和脚限位器卸下来，并在
汤洪波的配合下，完成舱外工具箱和脚限位器的安装。

“感谢所有参研参试的科研人员，感谢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后续我们还会出舱，还会飞得更高，空间站还会越建越
大。”刘伯明对着摄像机镜头挥手致意。

15时左右，刘伯明进入节点舱后，关舱门、复压、脱舱外航
天服，打开节点舱前往大小柱段、神舟十二号飞船的3道舱门。

一系列收尾工作后，来自核心舱空调的风进来，神舟十二号
飞船又能“呼吸”了。身处地面的神舟十二号飞船总体副主
任设计师高旭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几个小时，我们一直紧
张地关注着神舟飞船内的温度变化，舱门关闭后，没有了核
心舱带来的空调环境，飞船存在结冻风险，很可能损害科学
载荷。”高旭说。

首次出舱活动很圆满。

中国梦航天体会篇六

11月24日，“出发”——嫦娥五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地月转移轨道。

12月1日，“到达目的.地”——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预选区
域着陆并开展采样工作。

12月2日，“已揽件”——嫦娥五号顺利完成月表自动采样，
并将样品保存在上升器携带的贮存装置。

12月3日，上升器点火起飞、精准入轨。

12月6日，“已装车”——嫦娥五号完成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



合体之间的交会对接及样品转移。

12月17日，“已送达”——嫦娥五号重返地球。

翘首以盼，“土特产”快递终于到了!

经过20多天期盼等待，嫦娥五号探月之旅终于取得圆满成功。
嫦娥五号探测器在一次任务中，连续实现我国航天史上首次
月面采样、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带样返回等多个
重大突破。4分钟视频回顾嫦娥五号发射、探月、着陆全过程。

嫦娥五号，欢迎回家!

让我见证了中国科学家们的伟大实力!

中国梦航天体会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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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梦航天体会篇八

中国航天故事自从上世纪以来，就成为了全球的话题之一。
凭借着这短短几十年内，中国航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已经
让人们惊叹。正是这些故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航天技术的
魅力，也让我重新审视了故事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以下将列
举出我所了解到的中国航天故事，并结合自己的思考，进一
步阐述对航天事业的心得。



第一段：航天技术的重要意义。

中国航天事业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时至今日，中国的航天
技术已经实现了从最初的“水星-1”试验卫星，到载人航天、
月球探测、大型空间站等一系列重大成就，为我国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航天技术还为人类的未来探索，
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例如卫星导航的应用，在民生领域中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段：航天人的精神。

中国的航天事业不仅涉及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
航天人的的精神。我所看到的航天人在面对庞大的难题时，
有不畏困难的勇气，有不屈不挠的毅力，有追求卓越的精神，
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例如在神舟八号的载人航天发射中，
王亚平航天员在面对高难度的任务时，坚持学习修复技能，
在多次申请下训练成果不佳退组的情况下，又在突破多项技
术瓶颈后，成功入选航天员队伍。这取决于他对追求卓越的
信仰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第三段：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

我相信，科技是创新的源泉，在航天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中
国航天人总是投入更多的积极性和创新意识，不断追求科技
的突破和卓越。当中国发射了嫦娥三号登陆月球任务时，航
天科技团队利用月直接遥感技术，获取了月面地质情况的全
面数据，使得嫦娥三号的探测更为精确。中国科技团队的这
种追求创新和不懈努力的精神为我们现代科技创新带来了一
个新的高度峰值。

第四段：航天精神的传承与推广。

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发展，不仅是技术成果的累积，更是人
类文明的进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还为全世界载人航天



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我认为，航天精神的传承和
推广，是助推中国航天事业更进一步的重要途径。例如龙舟
火箭发射的直播过程，让大家近距离的认识了航天事业的实
现过程，更让人们意识到了航天事业所带来的人类文明发展
与进步。

第五段：结论与感悟。

总的来说，中国航天故事深深地激发了我对未来航天探索的
向往。航天志向是一种非常神圣的事业，中国航天人的无私
奉献精神、对进一步创新的追求和不畏困难的坚韧，在航天
事业中充分展现。这种精神是我们创新发展的源泉，也是中
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在未来中国航天人的新征程中，
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共同推进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为
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