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舟十七号 3名航天员的追梦故事，期中必备热点作文素材！
一、热点速览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 2023年 10月 26日 11时 14分，搭载神
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遥十七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 10分钟
后，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

圆满成功。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组成，汤洪波任指令长。这也

是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平均年龄最小的航天员乘组。

2023年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开局之年。当前，神舟十六号飞行乘组已在轨工作
生活了近五个月，接下来，他们将在轨迎接“神十七”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届时，中国空间站
的在轨航天员人数将短暂达到 6人。这将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次进行航天员乘组轮换
任务，也是第三批航天员的首次太空会师。

二、人物素材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构成仍然采用以老带新的策略，由 3名航天驾驶员组成，包括 1
名第二批航天员和 2名第三批航天员，其中指令长由第二批航天员担任，这也是首次由第
二批航天员带领第三批新航天员执行任务。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近这 3名航天员，听一听他
们逐梦飞天的故事。

汤洪波：重返“天宫”第一人
神舟十七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汤洪波是第二次出征太空，从神舟十二号首次圆梦太空到神

舟十七号再次进入太空家园，汤洪波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他也是两度飞天间隔时间最短的

中国航天员。他说，做难事必有所得，他永远相信持续努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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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洪波被公众熟知是执行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1975 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

汤洪波，从小爱好飞行，矢志蓝天。1995 年，他如愿考入空军第五飞行学院，
毕业后来到新疆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驾驶战机守卫祖国空天，凭着出色的成绩，

成长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

2010 年 5 月，他通过层层选拔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也是其中年龄最大
的一位，他曾入选了神舟十一号备份乘组，真正实现飞天梦是在 2021 年 6 月，
为了这一天，他足足准备了 11 年。

2021 年 6 月 17 日，神舟十二号乘组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 3 名航天员顺
利入驻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入驻太空家园伊始，

汤洪波每天都忙碌而充实。

“那一段时间每天一起床就是想着赶紧把饭热上，然后我第一件事干什么？
第二件事干什么？然后我们今天上午要干哪些工作？下午要干哪些工作？就是

一天到晚都是在工作，然后最长的一天工作了 17 个小时。而且你需要高度集中
你自己的注意力、精力，一点都不能出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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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17日，神舟十二号返回地球，汤洪波完成约 6个月的身体状态恢复后，

转入正常的工作和训练状态，参与神舟十七号飞行乘组选拔。经过评定，飞行乘组由航天员

汤洪波、唐胜杰和江新林组成，汤洪波担任指令长。

“我一直喜欢这样一句话，‘相信持续努力的力量’，现在依然是这样相信持续努力的力量。
就是经过很多的这种训练，包括重新再次准备、再次飞行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挑战的时

候，刚开始有这种着急、迷惘、未知这种感觉。然后你投入了大量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以后，

你心情会豁然开朗，会把那种焦虑感、那种压力突然一下就释放了。”



按计划，神舟十七号将对接于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任务期间，将继

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实施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开展平台管理常规工作、航天

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活动。此外，在航天员出舱活动中，也要对舱外设施设

备进行巡检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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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乘组选定到执行飞行任务，汤洪波胸有成竹。飞行前，他在朋友圈页面写下“做难事

必有所得”。
“做难事必有所得，其实也是这种心理状态，就是说喜欢迎接挑战，就是我这个任务越

难，我觉得越兴奋，我觉得越有意思。因为我们载人航天就是要挑战极限，又要去探索宇宙

的奥秘，要去挑战这种科技的高峰。如果你一直都是迎难而上，不断去挑战自己的极限，挑

战自己能力边界，自己会越来越优秀，越来越不一样。”
汤洪波说，两年前，他成为首批入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之一。如今，他再度为国出征，

这次任务对他来说，既是一次探索之旅，也是一次回家之旅。

“我现在是要回到太空去了，要回到太空的那个家，那个探索宇宙的起点，一个新的起
点上面，对那里充满了期待。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未知，应该也是一次很

美妙、很浪漫的太空之旅。”

唐胜杰：从飞行员到航天员 理想越飞越高

这次神舟十七号飞行乘组中，唐胜杰和江新林是两个新面孔。其中，唐胜杰，是 1989
年出生的，只有 34岁，是乘组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唐胜杰过去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飞过
6种机型，进入航天员队伍后，经过严格的训练，已经完成了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转变。细
致、稳重、温和，是他最大的特质，对于即将开始的太空之旅，唐胜杰也是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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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4岁的唐胜杰，1989年出生在甘肃定西，从小对军人的崇拜和对军旅生活的向

往，让他在高中毕业那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考军校，2012年，他从空军航空大学毕业，
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2020年 9月，经过层层选拔，唐胜杰从众多报名参选的飞行员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
第三批航天员中的一员。随着身份的转变，多方面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首先是严格的训练和严格的考核，这个压力非常大，航天活动是一项非常考验人的心
理素质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航天员每一个操作、一个微小的错误会可能导致整个飞行任务的

变化，或者会导致任务的失败。另外一个压力，我觉得是来自高度的责任感，航天员要担着

执行国家任务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要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心跟使命感，

去时刻调整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还有技能。”
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开展了 8大类、两百余项的训练。从身体到精神

的磨炼，从耐力到专业知识的提升，这些都是成为航天员的必经之路。其中，72小时睡眠
剥夺训练让唐胜杰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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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唐胜杰完成了系统的学习和训练。经过严格选拔，唐胜杰与汤洪

波、江新林一起入选神舟十七号乘组。

“印象比较深是当时我们沙漠野外训练返京之后的第二天宣布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阶段的转换，对我来说，之前是备战，从那一天开始我要面对任务，将要执行的飞天任务，

是不同的阶段。”



神舟十七号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二次载人飞行任务，载人飞船入轨后

将对接于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任务期间将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气

闸舱出舱任务，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等活动。为了完成好这些任务，神舟十七号乘

组进行了针对性的强化训练。

“包括这个体能的强化训练，因为在空间站要生活工作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对体能的要
求，对身体的健康状态，都非常关注，比如这个长跑，短跑还有攀岩还有一些肌肉力量的训

练，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攀岩，完了整个小臂就特别累，一点力气都没有。”
厚积薄发，对于即将到来的 6个月的太空之旅，唐胜杰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我觉得通过前期我们的一些准备工作，在我们指令长的带领之下，体能的训练还有专

业技术的训练，还有模拟器的训练等方面的一些准备，我觉得现在在身体上、心理上还有技

术上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有信心去完成即将到来的这种飞行任务，其实说实话我现在有

点迫不及待去执行任务。”

江新林：他从贝塔变舒克，又成了航天员

神舟十七号飞行乘组中的另外一位“航天新人”，是 1988年出生的江新林。在入选第三
批航天员之前，他曾经开过坦克、驾驶过战机，这次，他将和汤洪波、唐胜杰一起，搭乘神

舟十七号前往中国空间站。江新林说，非常期待去太空感受失重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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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5岁的江新林出生在河南开封，回顾自己成长为一名航天员的过程，江新林直言

自己是幸运的。

“从我自己本身来讲，我感觉自己特别幸运，确实是赶上了好的时代。原先就是开坦克
的，有幸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在飞行的时候也有幸能够参加航天员选拔，而且能够走到现

在。”
2006年，江新林考入装甲兵工程学院，成为一名坦克驾驶员。大学毕业后的江新林参

加了空军招飞，从一名驾驶“陆地猛虎”驰骋的坦克驾驶员，转变成了一名驾驶“雄鹰”翱翔蓝
天的飞行员。在空军航空大学完成半年的飞行理论学习后，江新林开始学习飞行，第一次驾

驶战机飞越云端至今让他难以忘怀。

“带飞的过程中，就感觉到，一冲过云层，看到云上那种广袤的云非常平的时候，感觉
自己的心胸一下子就特别开阔那种感觉，就是天高任鸟飞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

而且阳光一照，给我的感觉特别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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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生涯 10年间，江新林共安全飞行 1000余小时，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能够驾
驶战机，守卫祖国海天，让江新林倍感自豪。2020年初，正在执行战斗值班任务的江新林
接到了第三批航天员选拔的消息。

江新林一路顺利通过初选、复试、定选的层层筛选，成了第三批 7名航天驾驶员之一，
开始了系统严苛的训练。

在从一名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转变过程中，高强度的训练让江新林感受到了压力。特别是

为了预防空间运动病的发生概率，降低减轻空间运动病的症状程度而开展的前庭功能训练。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成绩一般化，应该是在二级水平，当时反应比较强烈，每次训
练都会有冒虚汗，然后头晕头胀，然后恶心，每次都基本上都在呕吐的边缘了，然后我们就

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自己加练一下，就是不断刺激自己的前庭功能，现在的话也基本上能，就

是反应没那么强烈了，也能达到一级的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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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新林说开坦克可以体验到厚重感，开飞机可以感受到推背感，对于即将到来的 6个
月飞行任务，自己会好好地去体会失重的感觉。

“非常期待，得感受一下这个太空失重这种乐趣了，还有在太空俯瞰我们美丽的星球，
找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这种感觉肯定是非常期待。最期待的其实还是能够顺顺利利完

成任务，把任务做好。”

三、航天精神

（一）中国航天精神内涵

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

勇于登攀、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

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意识

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

（二）中国航天 “三大精神”
1.航天传统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

2.“两弹一星”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3.载人航天精神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三）中国航天精神的当代价值

1.育时代新人：勇于担当时代重任
2.展文化魅力：树立强大文化自信
3.开创新之门：增强国家自主创新
4.显精神之光：铸造民族复兴之魂

四、媒体锐评

在航天人的心中，有一种精神叫做 “特别能吃苦 ”。训练时，航天员手边有一
个红色的按钮，一旦感觉自己坚持不住了，只要按下这个按钮，训练马上就会终

止。然而却没有一名航天员主动按下过这个按钮。多年以后，杨利伟在书中写道：

“当一件事儿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接近成功了。 ”“特别能吃
苦 ”的载人航天精神，不单指忍受物质条件的艰苦，更包括克服身体的辛苦、战
胜意志的困苦。可以说，是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韧性和毅力，成就了一代又一代

航天人。

相对于深邃寥廓的宇宙，人的一生短暂而渺小。但也正因为生命和梦想的存

在，才让寂寥的宇宙富有生机和意义。追逐梦想，既需要仰望星空的科学理想和

精神，更需要脚踏实地勤奋实践。仰望星空，会让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让人

们懂得在有限的生命中，该如何认识个人和天地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个人对国

家和历史的责任。把个体生命同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个

人的梦想放置于集体的梦想之中，不骄不馁、不断奋进，人生的意义必将更加深

邃。

五、范本速写

2 0 年来，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多人多天到两人中期驻留再到多人长
期驻留。 2 0 年来，载人飞船由独立飞行到停靠 “天宫 ”空间实验室中期驻留



再到停靠“天宫 ”空间站长期驻留。2 0 年来，空间实验由搭载于较小规模的“神
舟 ”轨道舱到搭载于中等规模的“天宫 ”空间实验室再到搭载于“天宫 ”空间站这
个大型国家级太空实验室 … …这二十年，依托长期积累的技术基础和自主创
新的扎实实践，中国航天人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核心技术难关、推动了一项

又一项航天技术转化，在多个领域走到了世界前列。经历这非凡的二十年，

中国航天的逐梦之路正在越走越远。

这一个个成就的背后，是人类面对浩瀚宇宙的探索精神。一代代中国航

天人以追逐梦想的热情和坚韧不拔的壮志，怀揣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敢于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一步一个脚印开启建设航天

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征程，向着更深更远的太空不断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