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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这是嫦娥四号着陆器彩色全景图。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图二：6 月 25 日 14 时 7 分，嫦娥六号返回器携带来自月背的月球样品安全着陆在内蒙古

四子王旗预定区域，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图三：6 月 26 日，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举行的嫦娥六号返回器开舱仪式现场，科研人
员取出月球样品容器准备称重。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图四：6 月 26 日，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举行的嫦娥六号返回器开舱仪式结束
后，科研人员把月球样品容器放进保护箱。

6 月 28 日，国家航天局在北京举行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月球样品交接仪式。 经
测算，嫦娥六号任务采集月球背面样品 1935.3 克。 在样品安全运输至月球样品实验室
后，地面应用系统的科研人员将按计划开展月球样品的存储和处理，启动科研工作。 这
标志着嫦娥六号任务由工程实施阶段正式转入科学研究新阶段。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经测量， 嫦娥六号任务采集月球样
品 1935.3 克！ ”

6 月 28 日上午 10 时许，在热烈的掌
声中，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向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丁赤飚移交了装有嫦娥六号样
品的容器。

当覆盖嫦娥六号样品容器的红布被
揭开时，现场的科研工作者赞叹:

“人类首份月背样品， 是咱中国人采
回来的！ ”

“比嫦娥五号采样更多， 探月工程更
进一步。 ”

“近两公斤的月背样品，是 53 天太空
之旅突破重重困难带回的，也是中国探月
20 个年头的重要突破。 ”

在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眼中，
这些成果来之不易。 1935.3 克的月背采样
体现着新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更凝结
着广大航天工作者的心血智慧。

张克俭表示，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
勇挑重担，协同攻坚，放弃节假日和休息
时间坚守阵地，无私奉献，实现了这一中
华民族乃至人类航天史上的伟大创举。

据介绍，嫦娥六号包括 4 台国际载荷
在内的所有设备，均获取到珍贵的科学数
据或影像资料，是中国携手国际合作伙伴
和平探索利用外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又一个生动实践。

“嫦娥六号是一次令人赞叹的任务，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其中。 ”欧空局月
表负离子分析仪（NILS）载荷技术官员尼
尔·梅尔维尔-肯尼说， 太空探索让我们
认识到地球和各国人民都是不可分割的
整体。在太空探索中，国际合作非常重要，
通过合作我们将取得更大成就。

“从外观上看， 我们发现嫦娥六号样
品相较其他样品比较黏稠，还有结块的现
象。期待后续通过系统科学研究取得新的
科学发现和成果。 ”嫦娥六号任务新闻发
言人葛平表示，将进一步发扬“追逐梦想、
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
神，与国际社会共享中国探月科学成果。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多功能厅 ，
科研人员早早迎候在此。 上午 11 时许，
月球样品顺利运抵 ，现场响起热烈的掌
声。在多位院士专家的见证下，嫦娥六号任务月球样品
正式交接给国家天文台， 并转运至国家天文台月球样
品实验室。

“人类首份月背样品在科学上具有独特意义，将进一
步增进人类对月球演化的认知， 加快人类和平探索利用
月球资源的脚步。 ”国家天文台台长刘继峰说，后续将认
真做好月球样品的存储、制备和处理，继续以月球样品研
究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夯实各类科研和学术交
流平台，广泛汇聚科研力量，加快实现原始创新重大成果
产出。

此前，通过对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的深入研究，在月球
形成与演化、太空风化作用及资源利用等多个领域，取得
了重大科学成果，月球第六种新矿物“嫦娥石”、月球最
“年轻”玄武岩等 80 余项成果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

人类首份月背样品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期待后续
研究成果为月球探索带来更多惊喜。

（新华社记者 宋晨 张泉 徐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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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天这学期就结束了！ 真的
舍不得你走！ ”“真希望能跟老师一起度
过剩下的两年半， 把物理学得更加扎
实。 ”“在您的教导下，我对物理的兴趣
更浓了，现在每天都想上物理课 ”……
6 月 30 日，再次回想学生在问卷调查里
写下的话，刘怡又一次热泪盈眶。

刘怡是陕西师范大学物理课程与教
学论专业研二学生。 今年年初，作为教育
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第五批
“青春向党 振兴有研” 支教成员， 和该
校研二的 10 名同学一道， 离开象牙塔，
走进汉滨区开启了支教之路。

“汉滨区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中心对口帮扶的乡村振兴县区
之一。 自 2021 年 12 月包抓以来，就启
动了‘青春向党 振兴有研’支教活动，
至今已经有 42 名研究生先后来到汉滨
支教。 以前支教学生是由教育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直接选拔，去年 12
月委托给陕西师范大学后， 这批 10 名
研二学生全部由陕西师范大学选派。 在
这半年的时间里，他们继承和发扬了陕
西师范大学 ‘西部红烛 两代师表’精
神，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也让自己
得以成长。 ”汉滨区教体局乡村振兴办
负责人唐明勇说。

初上讲台，紧张与兴奋同在

这批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支教学
生， 除物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刘怡
外， 还有数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秦
莉、 马雪倩， 英语笔译专业的郭英、石
淼， 物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杨语嫣、
陈泽寅， 语文课程教学论专业的王可
心、王然，化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孙
婧慜。 他们到了汉滨后，按照学校相关
学科的教师需求，秦莉和马雪倩被分到
了大河中学，郭英、杨语嫣、王可心分到
了张滩高中，陈泽寅和孙婧慜分到了五
里高中，王然、石淼和刘怡则留到了江
北高中。 除了石淼是汉阴女孩外，其他
学生的家分别在上海、 河南、 浙江、山
西、河北等地，虽然大多数是第一次到
安康来，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安康的生

活，投入到了一线教学中来。
走进江北高中，石淼有种回到母校

的感觉。 没走几步就逛完的校园、空旷
的操场、宽敞的教室和先进的多媒体设
备……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可是走进教
室，看到一双双求知的眼睛，她又觉得
陌生起来。

石淼接手的课程是高一年级的英
语。 虽然老师介绍她所跟的班英语成绩
算是整个年级比较好的了，但大片大片
六七十分的考试成绩还是让她紧张起
来， 但也激起了她那初为人师的好胜
心， 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他们学好英
语。 对从未上过讲台的刘淼来说，紧张
的情绪也随之而来。 想到第二天既要走
上讲台上课，还要继续给红其拉甫边防
检查站的警官补习英语时，就感到压力
重重。 没想到在走廊上遇到的宿舍管理
员，一番话让她信心倍增。 在宿管大姐
的询问下， 她便将自己的顾虑倾诉出
来。 听了她的话，宿管大姐笑着说：“你
想太多啦，都能给警官教英语，那这群
孩子你也一定能带好！我相信你！ ”就是
这样一句话， 让她克服了心理障碍，重
拾了信心。 第一节课效果虽然没有设想
得好，但她依然很兴奋，坚信通过自己
的努力，一定能够帮学生学好英语。

和石淼一样，刘怡的第一节课也被
紧张的情绪所包裹， 没有准备充足的
课、对学生不了解，从学生的好奇到逐
渐沉默，让她出了一身汗，到最后甚至
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下课后，刘怡完全
被失落、自责、难过、自我怀疑和不知如
何是好的复杂情绪裹挟。 带教老师的一
番话，让她充分认识了了解学生学情和
备课的重要性。 自此之后，她就认真备
课， 只要有空就去听其他老师的课，邀
请其他老师来听课，并不断地进行反思
和改进， 逐步从紧张的情绪中走了出
来，课越上越顺，学生对物理的兴趣也
越来越浓，并喜欢上了她的课。

点滴相处，烦恼与感动共存

调皮，是孩子们的天性。 王然在没
有走进课堂之前，就从班主任的口中听

到班上有两名同学是“头号捣蛋分子”，
上课时经常接老师的话茬，从而引起全
班同学的骚动。 她开始上课后，发现他
们两个果然名不虚传。 甚至在上课的时
候还会在教室隔空对话，这自然让她头
疼不已。 面对这样的孩子，她竭力寻找
教育方法，在和他们斗智斗勇中，慢慢
地发现这两名学生有了新变化，上课时
话变得少了，也开始举手发言了，并且
能完成作业，逐步跟上了其他同学的脚
步。 “当我不再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而是
站在他们的立场，以一种柔和的方式纠
正他们的行为时，他们也会收起自己那
些尖尖刺，变得柔软起来。 学生是一面
镜子，你向他笑时，他也会向你笑。 ”王
然说。

家住云南大理的姑娘马雪倩 ，在
走进大河中学后， 了解到学校里有许
多学生是留守儿童后， 未曾素面时便
对这些孩子多了一份疼惜与期许 ，同
时也开始思考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
部分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 长久
以来养成的不良习惯， 也让她一时不
知所措。 同样来自农村的她，深知孩子
们树立并坚持梦想的重要性 ， 便在课
堂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所见所
闻， 让孩子们感受到读书是走出村庄
的最好出路， 也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
运，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 “在马老师
的那次分享后， 我终于明白了读书的
重要性，学习目标明确了，学习劲头也
足了！ ”采访中，大河中学高一 3 班的
学生纷纷说 。 “学生的潜力真是无限
的，他们的改变真的很大，看着让人感
动。 ”马雪倩说。

从山西大山里走出来的郭英，深知
大山里孩子学习英语的难处。 刚到大河
中学， 就有人告诉她自己是哑巴英语，
听不懂也不敢张口；也有人说自己基础
差，听不懂语法，记不住单词，下意识反
感不想学习；还有人说英语成绩一直很
低，没有成就感，没有学习动力……面
对孩子们的问题，她都一一作了解答并
针对“有困难”的同学制定了详细的英
语学习计划，并告诉他们“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但水滴石穿，贵在有恒”。 在

他的引导下， 有同学坚定地说：“老师，
我们想学的， 可能有点慢但一定会努
力。 ”听了这样的话，初为人师的她感动
得流下了眼泪。

半年坚守，成就和成长并行

“支教已经接近尾声 ，半年的时间
让我对大河中学产生了十分深厚的感
情，在挑战中也感到收获满满。 ”马倩
雪说，“在老师们的悉心指导下， 我走
出了初为人师的紧张和不知所措 。 在
看到学生在学业上取得进步时 ， 又由
衷地感到自豪 。 从刚开始的害怕 、害
羞、不敢问题目，到后来可以主动去办
公室问问题， 在路上碰到我会跟我说
‘老师，你下午有时间吗？ 我要问你题，
题不会’。 在教室给学生讲题时，有些
孩子会凑过来听你讲……我的内心充
满了喜悦，好像真的印证了那句：一切
值得，每每经历这些场景，好似所有的
烦恼和劳累都在那些时刻烟消云散 ，
累并快乐着。 ”

在张滩高中支教的杨语嫣 ，不仅
了解了乡村教育的实际情况，更为重要
的是，她认识到了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
重要性、深刻体会到了因材施教的重
要性、学会了如何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
法和如何与孩子们建立良好的师生关
系，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让自己得到
了成长。

“这段日子里， 我每天都沉浸在教
学的喜悦与挑战中。 每一次走进课堂，
都仿佛走进了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 孩
子们的好奇心让我惊叹不已，他们的求
知欲让我深感欣慰。 我与他们共同探索
物理的奥秘， 一起解决学习中的难题。
在这个过程中， 我感受到了教育的魅
力，也体验到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幸福。 ”
在五里高中支教的陈泽寅说，“从老师
和孩子们的身上， 我也学到了很多，看
到了自己的成长，他们的坚韧和拼搏精
神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从事教育事业
的决心，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乡村
教育，共同为乡村孩子们的成长和发展
贡献力量。 ”

在在 传传 道道 授授 业业 解解 惑惑 中中 成成 长长
记者 周健

（（图图二二））

杨语嫣与学生合作完成实验

石淼在课堂上讲解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