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宇宙航行 

新乡市一中   杨海三 



物理观念 科学思维 科学态度与责任 

 
 

 

 

了解航天发展史以及第二，
第三宇宙速度的含义。 

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合
作意识。 

通过问题的探究，培
养学生，科学推理，
找出规律，形成结论
的能力。 

理解，并能够准确阐述其绕地
球做圆周运动的动力学原因; 

会推导人造卫星第一宇宙速度; 

在航天发展史教学中，了
解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
并体会航天事业的艰辛，
激发学生奋发有为的进取
精神！形成对科学技术的
正确态度和责任感。 

在人造卫星运行规律
和发射原理的教学中，
让学生经历观察思考，
自主探究，交流讨论
等活动。 



                   教学重点和难点： 
 

        1. 人造卫星的运行规律 
 
        2. 人造卫星的发射原理 
 



设置情景、引入新课（约需3分钟） 

  设疑引导、自主探究（约需26分钟） 

拓展练习、巩固方法（约需7分钟） 

交流总结、完善认识（约需3分钟） 

布置作业、课后拓展（约需1分钟） 



设置情景、引入新课（约需3分钟） 





  问题1：“北斗”卫星轨道有什么特点？ 

      问题2：“北斗”卫星为什么做圆周运动？ 

       问题3：“北斗”卫星是如何发射的？ 



  问题1：“北斗”卫星轨道有什么特点？ 



  问题1：“北斗”卫星轨道有什么特点？ 

1、轨 道 是 圆 
2、不 同 高 度  
3、不 同 平 面  
4、相 同 圆 心  



问题2：“北斗”卫星为什么做圆周运动？ 

F引 



自主探究： 

    卫星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地球

质量为M，轨道半径为r,万有引力常量

为G，求环绕的线速度v、角速度ω、

周期T。 

    

问题2：“北斗”卫星为什么做圆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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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轨     低速     长周期 

问题2：“北斗”卫星为什么做圆周运动？ 



      地球半径R=6400km， 
      地球质量M=5.98×1024kg， 
      引力常量Ｇ=6.67×10-11N·m2/k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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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北斗”卫星为什么做圆周运动？ 



牛顿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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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3：“北斗”卫星是如何发射的？ 



牛顿的设想过程 

 



第一宇宙速度：物体在地球附近绕地
球做匀速圆周运动的速度。  

            v=7.9km/s 
 

最小发射速度，最大环绕速度 



牛顿的设想过程 

 



   1.第一宇宙速度：物体在地球附近绕
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的速度。V=7.9km/s 

 
    2.第二宇宙速度：物体脱离地球引力
束缚的最小发射速度。V=11.2km/s 

     3.第三宇宙速度：物体脱离太阳引力
束缚的最小发射速度。V=16.7km/s 



小组讨论 

发射速度 运动情况 

V<7.9km/s 

V=7.9km/s 

7.9km/s<V<11.2km/s 

11.2km/s<V<16.7km/s 

V>16.7km/s 

物体从地球上以不同的速度发射后，将会怎样运动？ 

落回地面 

绕地球表面做匀速圆周运动 

绕地球做椭圆运动 

脱离地球束缚（人造行星） 

脱离太阳束缚（人造恒星） 



   问题1：“北斗”卫星轨道分布有什么特点？ 

问题2：“北斗”卫星为什么做圆周运动？ 

     问题3：“北斗”卫星应该如何发射？ 

轨道是圆 不同高度 不同平面 相同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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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成真 

    探索宇宙的奥秘，奔向广阔

而遥远的太空，是人类自古以来
的梦想。 



世 界 航 天 史 



第一个想到利用火箭飞天的人是中国人——明朝的万户 



齐奥尔科夫斯基肯定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是航天器最适宜

的动力装置,为运载器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1957年前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59年9月12日:前苏联发射"月球"2号探测器,为
世界上第一个撞击月球表面的航天器。  



1961.4.12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1号。加
加林在绕地飞行1圈开始了载人航天的新时代。 



1969.7美国发射的“阿波罗”11号飞船完成了第一次登月，阿姆斯
特朗走出飞船的登月舱，成为人类踏上月球的第一人。 



1971.4.19前苏联发射成功世界上
第一个空间站"礼炮一号"，使人类
在太空长期研究成为可能。  



1975.7.17美国阿波罗号飞船与邓富
康前苏联联盟号飞船在太空对接。  



1984.7.25前苏联女宇航员萨维茨卡娅走出"礼炮七号"空

间站,从而成为世界第一个太空行走的女性。  



1986.1.28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七名航天员全部

罹难,包括一名女教师,这是迄今最惨重的航天事故。  



2003年6月2日欧洲空间局成功发射火星
快车探测器。  



中 国 航 天 史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是
我国自主研发的，从此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
宙奥秘的序幕。 



1999.11.20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试
验飞船"神舟一号"飞行成功。  



神州五号首次载人航天，杨利伟是中国进入
太空的第一人。 
 



       我国第一颗绕月人造卫星“嫦娥一号”，
迈出我国深空探索第一步。 



     中国第一个月球软着陆的无人登月探测器
“玉兔号”。 



       中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
标志着中国迈入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
的第二步第二阶段。 



景海鹏，刘旺，刘洋在“天宫一号”空间站。 



2013年6月20日，王亚平在天宫一
号首次进行太空授课。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
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悟空号”探寻暗物质，揭开“隐藏”的宇宙。 



       “墨子号”，中国研发，全球首颗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以中国古代伟大科学家墨子
的名字命名。 
 



     向为航天事业做出 

 杰出贡献的英雄们致敬 



观看视频、引入新课（约需3分钟） 

  设疑引导、自主探究（约需26分钟） 

拓展练习、巩固方法（约需7分钟） 



F引 

F1=F向 

F2 

1，如图所示的轨道为什么不能成为人
造卫星的稳定轨道？ 

学以致用 



2、某星球半径为R，一物体在该
星球表面附近自由下落，若在连
续两个T时间内下落的高度依次
为h1、h2，则该星球的第一宇宙
速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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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 



板书设计 

三、宇宙速度 

1、第一宇宙速度    

最小发射速度，最大环绕速度 

2、第二宇宙速度    

3、第三宇宙速度    

二、运行规律    高轨  低速  长周期 

v1=7.9km/s 

v2=11.2km/s 

v3=16.7km/s 
四、梦想成真 

一、轨道特点  轨道是圆 不同高度 不同平面 相同圆心 



        结合板书，让学生自己总结本节

所学内容，通过相互的补充、完善，
获得对本节内容的较为完整的认识。
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知识总结
能力。 



观看视频、引入新课（约需3分钟） 

  设疑引导、自主探究（约需26分钟） 

拓展练习、巩固方法（约需7分钟） 

交流总结、完善认识（约需3分钟） 

布置作业、课后拓展（约需1分钟） 



1、课后练习1、3题。 

2、“北斗”系统由5颗静止轨道（即同步卫
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组成，请查阅资料，
并计算出静止轨道卫星的高度？ 
 



      本节课的设计思想，是借助问题给学
生一个思维的支点，在教师的引领下，
自觉、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来。在教学
过程中，引导学生构建模型，自主探究，
科学推理，发现规律，体现了物理课程
的育人功能，培养了学生物理学科的核
心素养-----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
态度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