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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航天教育第一人中国民间航天教育第一人”，”，退休乡村教师姚爱英的另一面退休乡村教师姚爱英的另一面

把把““共和国神剑共和国神剑””的故事的故事
讲给天下人听讲给天下人听

姚爱英，嘉兴平湖一名再普通不过的退休乡村教师，但是在中

国航天城、中国航天载人总指挥部里，甚至在中国科学院里，提起

姚爱英，无人不晓。

72岁的姚爱英，已经坚持做了31年航天科普教育，带领一批

又一批乡村孩子走进航天城，被誉为“中国民间航天教育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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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读本chéng zhǎng dú běn

31年前的一封信
从“单向追星”到“双向奔赴”

姚爱英与航天人结缘，要从31年前的一封信说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姚爱英担任嘉兴平湖市黄姑中学少先队

总辅导员，“学生课本贴满了港台明星的照片，有些孩子不想读

书，要跟明星一样出去挣大钱，还有的请假去‘追星’、唱卡拉OK，

成绩也明显下滑。”她当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姚爱英也在思考，不同时代青少年都有各自的偶

像，追星无可厚非，但能否找到一个既被学生追崇

又能成为榜样的对象，让孩子在追星中汲取力

量？

不久，姚爱英找到了这颗“星”——1992

年，中国航天成功发射“澳星 B1”。听闻喜

讯，姚爱英欣喜之余也受到启发：“为什么

不去追科技明星，向航天人学习？”

于是，姚爱英发动学生们给航天科学家

写信。善良的孩子们还拿出自己的零花钱，

要给科学家们“买水果”。336 个孩子你一分、

我一毛，最终筹措了 181.2 元。“我找来一个大信

封，把孩子们的零花钱夹在慰问信里，厚厚一叠，拿

去邮局寄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姚爱英没想到，初中生的一封信，给远在北京的航天科学家

带来莫大鼓舞，“有几个老科学家，看后感动得哭了，没想到浙江

的小孩子记挂着他们。他们还说，浙江的红领巾比金子还要珍

贵，情意无价。”

航天专家们当即就给黄姑中学回了信，除了感谢，还邀请师

生去北京参观。姚爱英的北京之旅在1994年成行。当时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党委书记肖东太特地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赶回接待，握住姚爱英的手，激动地说：“姚老师，你们有那么好的

老师和学生，我们非常欣慰。”

同年 12 月，科学家们也带上火箭模型，从北京赶到黄姑中

学，给孩子们做了一个星期的科普报告。

自此，南来北往，书信不断，孩子们从“单向追星”，变成与科

学家 31 年“双向奔赴”。到目前，姚爱英带着学生们到北京参观

学习30次，包括杨利伟在内的中国航天人，也到平湖作了35次的

讲座报告。

中国航天城的“老朋友”
从语文老师到“中国民间航天教育第一人”

在中国航天城里，姚老师是无人不晓的“老朋友”。

“退休前，我是一名语文老师，原本也没想到，自己会做起航

天科普。”姚爱英说，当时，学生对科学家的认识，还停留在牛顿、

爱因斯坦等国外科学家的粗浅介绍上。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

科学家的成长历程，从中得到有益启发，凭着与航天科学家的良

好关系，姚爱英决定以中国航天人为主角，写一部科普读物。

《铸造神剑的人》是姚爱英写的第一本科普读物，主要记述的

是12位科学家的事迹。“1999年，航天专家来到平湖，我把一大摞

初稿捧出来给他们看，两位科学家一直看到凌晨三点。”姚爱英

说，“专家们很惊讶，我是一名乡村教师，怎么对航天人的故事这

么了解。”

姚爱英提到，她每年都会陪学生去北京，多位科学家也邀请

她到家里做客，让她对科学家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与许

多航天科学家都是老朋友，多年相处下来，在我

眼中这群航天人的共性就是，不求名利、一门

心思扑在科研上。我也很荣幸得到他们的

认可——作为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家，我们

都有共同目标，为孩子种下科学的种子。”

31年来，姚爱英坚持推行“学科星”航

天教育，第一个提出青少年不追歌星追科

星、第一个带领学生 走 进 航 天 高 科 技 殿

堂、第一个邀请航天科学家进校园、第一

个编写航天科学家的书和教材、第一个编写

航天主题的校本课程教材、第一个编写航天主题校

园歌曲⋯⋯

2006 年退休后，姚爱英的“航天教育梦”走得更宽了。她成

立了“星星火炬个人工作室”，走出平湖，在嘉兴、温州、金华等地

牵头建起 11 个航天科普特色教育基地，在各地举办科普讲座，向

全社会讲述航天科学家的故事。

打下一片“江山”
浙江小村建了一所“国”字号航天馆

谈到姚爱英，中国航天科普馆也不得不提。这座“国”字号的

综合性航天科普馆，坐落在平湖独山港镇一个叫赵家桥的村庄

里，展示着新中国“两弹一星”工程、航天事业的奋斗历程和我国

在国防尖端科技以及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就。

“航天科普，仅靠口口相传不够，必须要打造阵地，让航天精

神更加真实可感。”为扩大教育面，2009 年，姚爱英提出在平湖建

立“两弹一星”功勋馆和航天科普馆的建议，航天领导和专家们特

别支持。

不过从想法提出到最终落地，前后也花了十多年。“土地、财

政、运营，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改了三个方案稿，航天专家们全

力支持，专门为此捐献了很多重要的文献资料，让我们的展馆更

具权威性。”如今的场馆中，还珍藏着 2003 年航天员杨利伟乘坐

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半剖面等“镇馆之宝”。

2021年6月，这个由平湖携手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打造

的全国首个乡村综合性航天科普馆正式启用。姚爱英说，中国航

天科普馆的建立只是航天科普工作的一个开端，未来还要建成更

多宣传航空航天知识的场馆、平台，把中国航天的故事讲给更多

人听。

2021 年底，“天宫课堂”中国空间站迎来首次太空授课，中国

航天科普馆成为浙江省唯一参与的地方馆。到目前为止，中国航

天科普馆已接待参观研学团队700多批次，参观人数约10万。

姚爱英一直在这里志愿担任讲解员，听着孩子们的一声声惊

叹，这位 70 多岁的老太太浑身充满了劲。“大家都说我是‘中国民

间航天教育第一人’，其实我只是像中国航天一样，‘敢于做别人

不敢做的梦，并把它们变为现实’。”

姚爱英在给学生们科普航天知识姚爱英在给学生们科普航天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