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热点作文素材| 神舟十七号成功发射！「大国

重器·航天人物」（人物素材+航天精神内涵+写作

素材+适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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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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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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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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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精神的内涵

01 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

航天人热爱祖国体现在报效祖国的使命意识和为国争光的

责任意识。以国为重的价值观、无私奉献的精神都是航天人报

效祖国的生动体现。60 多年前，新中国初升的太阳召唤着海外

赤子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归国，其中许多专家成为航天事业的奠

基者和带头人。

02 敢于攀登、勇于超越的进取意识

中国坚持自主发展航天事业、向尖端技术领域进军的历程昭

示了一个道理：我们唯有坚持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先导，努力

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才能牢牢掌握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战略主动权，才能在日趋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

安全，才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03 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在航天事业创建初期，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

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这“十六字方针”

始终影响着中国航天人。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不

但是航天精神的具体表现，也是航天科技工作者贡献给全社会

的宝贵精神财富。

04 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意识

每一项航天工程都是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全国

数千个单位、十几万科技大军密切配合，自觉服从大局、保证

大局，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坚持统一指挥和调度，有困难共

同克服，有难题共同解决，有风险共同承担，充分发挥社会主

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凝聚成一股气势磅礴

的强大合力。



05 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

长期以来，广大航天工作者甘当无名英雄，不计得失，不求

名利，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无怨无悔，常年超负荷工作，默

默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他们为航天事业奉献了青春年

华，奉献了聪明才智，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书写了许

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中国航天几大精神

01 航天传统精神

内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

勇于攀登。

02“两弹一星”精神

内涵：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

勇于登攀。

03 载人航天精神

内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04 探月精神

内涵：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

02 新时代北斗精神

内涵：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

精选航天人物写作素材

01 钱学森

人物事迹

钱学森是个有杰出贡献的人，也是个有性格的人。他一生做人都

坚持四条原则：第一，不题词；第二，不为人写序；第三，不出席应

景活动；第四，不接受媒体采访。

钱学森不给任何人题词，不留美名，更不留骂名，平平淡淡，活

得坦然。不为人写序，看似有些不近人情，但钱学森知道，这样的“借

名”者，多是拉大旗作虎皮，不想在学术研究上坐“冷板凳”，只急

着要一举成名。钱学森成就卓著，却从不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他淡

泊名利是出了名的。

（适用主题：淡泊名利、物质与精神、品质、个性等）



02 任新民

人物事迹

他，密歇根大学博士，在新中国一穷二白时，毅然放弃美国优越

的生活，回国开启两弹一星的征程！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西

方放言：“中国导弹夭折了”。他带着火箭的发动机研制组，来到了

北京的南苑。在一个很破烂的修理厂，而且漏风漏雨。但他和小组成

员，就是用最简陋的板凳和工棚，硬是让我国仿制的第一枚液体近程

导弹，发射成功！

东风 3号发射时，火箭屡次冒烟，经过分析以后，他力排众议，

继续发射。“决策错了我负责”，最终，中程导弹发射成功！长征 4

号发射时，他已经 70岁高龄，坚持力挺新型氢氧发动机。有领导问，

发射成功有把握吗？他说：“不成功我负全责，包括坐牢、砍头！”

中国火箭，自此踏上新征程！他被称为“放卫星的人”，因为，中国

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由他负责领导设计和发射升空!

（适用主题：艰苦奋斗、尊严、责任、爱国、活到老学到老等）

03 梁守槃

人物事迹

中国海防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航天四老”

之一。1939 年，年仅 23岁的梁守槃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

程硕士学位，本可以在美继续深造或工作，但他选择放弃了舒适、优

裕的学习、工作环境，回到了祖国怀抱.



（适用主题：淡泊名利、爱国、责任等）

04 黄纬禄

人物事迹

“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

中国“航天四老”之一、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获得者。晚年的黄纬禄在家养病时，依然牵挂着中国导弹事业的发

展，他对探访者说：“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

（适用主题：热爱事业、爱国等）

05 屠守锷

人物事迹

“为啥改行，国家需要啊！”中国“航天四老”之一、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火箭总体设计专家。屠守锷早年从事飞机结构力学

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57年 2 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

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

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 1957年，

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

（适用主题：爱国、敬业、奉献等）

06 刘旺

人物事迹



2012 年 6月 24日，刘旺以太空“百步穿针”正中“靶心”的精

度，出色完成了我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任务。这一成绩的取得，源于

他在地面训练时的高标准严要求。按照工程设计要求，两个航天器在

对接时的姿态角偏差为 4到 5度，但在训练时刘旺却坚持按 0.2度的

偏差要求自己。

在进行了 1500 多次手控交会对接训练后，他的成功率保持在

100%。从 1998 年进入航天员大队至今，刘旺是航天员考试取得第一

最多的人。“神五”、“神六”、“神七”，前三次选拔成绩都不错，

可是身体方面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屡屡与飞行机会擦肩而过。连身边

的同事都替他遗憾。“但对载人航天的追求、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一直坚持，从不放弃。”2012年 3 月，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入选

神九飞行乘组，肩负起操纵飞船与天宫交会对接的重任。这一天，刘

旺等待了 14年。 “我告诉自己，只要没接到停航命令，都有机会。”

刘旺说，“等待了 14 年的不止我一个人。争取梦想的唯一途径，就

是时刻努力，时刻准备着。”

（适用主题：高标准要求 、坚持等）

07 景海鹏

人物事迹

有次，在空中训练飞行，景海鹏的飞机降落时机头向下耷拉着，

轮子因地面热受到的冲击力很大，爆掉了。如果飞行员控制不好方向，

高速奔跑的飞机很容易发生倾覆。看到这一情况，许多战友都紧张起



来。没想到，景海鹏却牢牢地控制住了飞机前进的方向，又进行了一

系列的紧急处置：放减速板，关掉一台发动机，放减速伞，飞机最终

稳稳地停在了停机坪上。战友们赶快跑过去，想帮助景海鹏一把，没

想到他镇定地走出了机舱，毫无惊慌失措的痕迹。

事后，景海鹏有条有理地向领导讲述自己当时的处理方式，并和

战友们一起对跑道路面进行调查，消除了事故的隐患。刚到部队，景

海鹏就面对一大难题——他不会游泳，而一个空军飞行学员如果不会

游泳只能选择退出。面对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也学不会的游泳，景海鹏

只用了一个礼拜，从一点不会游泳到考核勉强及格，再到成绩优秀。

“要是我们一般人，能及格过关就可以，他不行，非要优秀才满意。”

弟弟景海龙回忆说，就因为优秀的游泳成绩，景海鹏成为一个中队

125名飞行学员中第一个受到嘉奖的人。

（适用主题：沉着镇定 、追求上进等）

08 孙家栋

人物事迹

“少年勤学，青年担纲，你是国家的栋梁。导弹、卫星、嫦娥、

北斗，满天星斗璀璨，写下你的传奇。年过古稀未伏枥，犹向苍穹寄

深情。”这是“感动中国”2016 年度人物的颁奖词，虽然寥寥数语，

却道出了孙家栋传奇的航天人生。孙家栋的一生与中国航天多个第一

密切相连：他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承担了包括东方红三号通



信广播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和中巴资源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工

程的研制重任，先后担任我国北斗导航工程、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适用主题：奉献、敬业、爱国等）

09 梁思礼

人物事迹

赤子铸箭不辱家门。梁启超之子、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

控制系统创始人之一。虽然在他还不到 5岁时，父亲便离世，但梁启

超生前所言“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对他影响颇深。

梁思礼曾说：“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

下半节。”1956 年，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

成为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以此为起点，他将全部身心

都融入了我国导弹与火箭事业的发展之中。

（适用主题：爱国、专注、投入、热爱等）

10 王希季

人物事迹

"航天技术也是一种威慑力量，这跟我们国家的和平非常有关系！”

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9年 10 月，

当王希季正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他

很快找到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要求立即回国。王希季是中国早期

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组织者之一，是中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带头人。



（适用主题：淡泊名利、爱国、敬业等）

11 陈际玮

人物事迹

陈际玮，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航天三江 17 所总师助理、高级

工程师。工作 10年来，陈际玮锚定航天飞行器控制系统研制开展科

研，先后参与多项国家重点项目研制，圆满完成数十次重大试验任务。

陈际玮和他所在团队极大提升了航天飞行器控制系统性能，有力保证

了国家航天防务装备的高水平交付。陈际玮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

航天飞行器控制系统，负责控制航天飞行器的飞行轨迹，被称为

飞行器的“最强大脑”。为了提升“最强大脑”的感知和识别能力，让飞

行器更快、更稳、更准地工作，陈际玮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中，抢进

度、赶时间。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陈际玮在工作中以苦为

乐，无怨无悔，为实现拥抱星辰大海的梦想奉献自己的青春、智慧和

热血，成为无数中国航天人奋斗追梦、艰辛探索的缩影。

（适用主题：创新、爱国、敬业等）

12 邓清明

人物事迹

经过 25载不懈努力，56岁的江西籍航天员邓清明成功入选神舟

十五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飞行乘组，首次登上太空。在这个“知天命”



的年纪，邓清明用飞天路上的坚定信念、执着坚守成为新时代“最励

志的人”，展现了中国航天人的初心使命。

星光不息、逐梦不止，用“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搏奔向星辰大海。

世上没有天上掉下来的幸运，只有历经磨难，方能收获成功。58门

课、3000 多个学时的理论课程，在时速 100公里旋转的离心机里经

受 8个 G压力的“超重耐力训练”……邓清明为了实现飞天梦，在一次

次的锤炼当中，用“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韧劲与“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

搏点亮了梦想的星火，终于在 2022年 11 月 29 日同费俊龙、张陆一

同搭乘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我们要从邓清明的故事中汲取

志在千里、不懈奋斗、笃行不怠的精神力量，要让“一辈子”的信念入

脑入心，让“一辈子”的奋斗贯穿始终，用心用情用力干好“一辈子”的

事业。

（适用主题：专注、信念、梦想、敬业等）

13 王亚平

人物事迹

在 2013 年，经过层层选拔，王亚平与聂海胜、张晓光一起乘神

舟十号进入太空。那次飞行中，她还完成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在“天

宫一号”里给全国的中小学生们奉上了一场精彩的“太空授课”，这次

授课大大激发了孩子们钻研科学、探索太空的梦想。

2021年，时隔八年之后，她和翟志刚、叶光富再次进入太空，

在空间站一起工作生活了 183 天后，成功返回地球。在这次太空之



旅中，王亚平两次在太空授课，一一展示各种各样的实验，被誉为

“教学中的顶流，网课界的天花板”。此次太空之旅，王亚平还创造

了多项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位出舱的女航天员、首位进驻中国空间

站的女航天员，目前在轨时间最长的中国女航天员。

汲取她振翅“亚”翼的高超技能力量，练就“手可摘星辰”的踏“平”

星河本领，以过硬素质逐梦“星辰大海”。超重耐力训练中，在高速

旋转的离心机里，王亚平要承受 8 个 g的重力加速度，在出舱活动

水下训练中，她穿戴 120多公斤的装备入水，进行长达 4~6 小时的

不间断训练……魔鬼般的训练非但没有让她退却，反而更加坚定了

她的意志、锤炼了她过硬的本领，离梦想也进了一步，成就了“最

美太空教师”。

（适用主题：奋斗、梦想、敬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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