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演讲比赛稿(精选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科学演讲比赛稿篇一

大家好。

有幸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创作方面的经验我倍感荣幸和激动，
由衷的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和肯定。老实说，理工科出身的
我踏上文学之路被动的成分更多一些。自知才疏学浅，难望
专业人士之项背，所以今天不敢妄谈经验，只是说一说自己
惯有的写作思路和过程，和大家共勉。

我的写作过程，可以用四句话概况。

“勤思想”，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对于确定的文章主
题，我首先做的就是围绕主题就如何拟题、如何立意、选择
什么切入角度、运用什么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和
丰富而活跃的联想。我认为，这部分所占比重举足轻重。因
为思考是观察的深化，而联想是此时此地的观察与彼时彼地
观察的融会贯通。经过深思熟虑的构思，文章的大致框架基
本成型，下步着手的方向和重点就明确了。

“广借鉴”，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网络的发达为我们的
“抄”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也提高了我们“抄”的质量和速
度。我认为，对于同样搜索出来的东西，要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要有所取舍，有所创新。同时，在我们浏览、欣赏别
人作品的过程中，新的思路、新的灵感就会如涓涓细流悄然
而至；亦或如滔滔江水滚滚而来。



“心写就”，所谓“心血浇花花更红”。文字不仅是记录的
工具，更具传情达意的功能。它似一泊湖水，表面一平如镜，
内部却蕴含着很多特殊的情感交织。我认为，每篇文章都有
一个真实或虚幻的背景，只有真正融入自己的真实情感，用
心感受、用心写就，“字字皆传情、句句吐衷肠”，就一定
是一篇好的文章。雅安地震发生后，在铺天盖地的灾情报道
中，我被一个获救时仍紧紧抱着已去世孩子的妈妈深深感动，
写了《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谨以此文献给地震中失去亲人
的人》一文。我以主人公的身份，用心体会失去亲人的痛苦
与无奈，真切感受灾难的无情和人间的大爱，一边流泪一边
完成。我认为，这些用真心和鲜血浸润的文字一定可以引发
读者强烈的共鸣。

对于一些不愿直白地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事情，托物言志、
寄情于景就是最好的表现方法。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表达方式。
貌似花草树木等不相干的东西，都可以是我的一颦一笑、一
举一动。当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时重新翻阅，那些花间草尖
跳跃的喜怒哀乐、那些白雪厚土掩藏的酸甜苦辣，真个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

“多修改”，所谓“切磋琢磨美玉成”。文章不厌百回改，
反复推敲佳句来。我国文坛巨匠王安石、鲁迅等都有反复修
改的 故事 广为流传，说明文章修改的重要性。也有人
说“好文章不是写出了的，是改出来的”，我非常赞同。我
认为，初稿成型时，不要急于改动，因为经过思考、查找、
写作的过程，已出现审美疲劳，急于求成反而会事与愿违。
要束之高阁，待思想放松、精力充沛时再进行改动。改动时，
“自吟自颂”是最好的方法，“流利顺畅”是最好的效果。

当然，灵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妙想看似自然，实则曲折。
只有善于积累，勤于实践，才能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才能
让笔尖美丽的花朵在公司的锦绣画卷上绽放。

以上就是我的点滴做法与心得，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科学演讲比赛稿篇二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的，是一位用一生践行“以祟高科学
为荣”的银河人―原国防科技大学顾问、计算机系主任兼研
究所所长陈福接。

曾几何时，某些西方大国对我国的巨型计算机研制事业一层
又一层地封锁，一次又一次地冲击。面对这些，中国人决不
能塌下自己高贵的脊梁。于是，陈福接主任带着一群铮铮铁
骨的军人，请命“银河—ii”10亿次巨型计算机研制工程，用
双肩担负起祖国的尊严。

1992年，“银河—ii”10亿次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举国为之
欢呼!国务院贺电，贺电，国防科工委贺电……在所有人都沉
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陈主任却由于冠心病突发，晕倒在了
交机现场。要知道，这是他几千个日日夜夜连续工作劳累的
啊!“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这是他经常对自己，也对助
手和学生说的一句话。为研究磁心存储器，他花了整整十八
年时间，几易其稿，一本几十万的《电子数计算机磁心存储
器》终于完成了。看着厚厚的手稿终于要印成铅，想到自己
多年的心血终于可以哺育后人，陈主任开心地笑了。他放合
地抽出时间去日本考察，准备开始新的研究。

然而，他在日本却惊奇地发现，最先进的计算机主存，已经
不用存储器，而改用半导体了，换代的速度让一同考察的所
有中国计算机专家都不禁顺舌。而陈主任回国后在感叹之余，
更是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本还未及印刷的著作要立即停
止出版!

身边的人惊呆了，而且不止一次地规劝：“写了十多年，书
一出版你就能评教授了，发吧。”“不行!"“你是计算机界
的权威，大家一定会承认的，发吧。”“不行!"“国内换代



至少还要五年的，对大家还是有帮助的，发吧。”“那也不
行!”陈主任态度坚决。

他这样说：“十八年钻研，十八年心血，我也遣憾啊!谁不想
工作上追求进步，谁不想学术上有所建树。可是作为一名学
者，作为一名真正的银河人，我不能把学生往过时的路上引，
我们得对他们负责啊!”这话语掷地有声，深深震撼了身边每
一位科研工作者。

对比那些剿窃他人学术成果欺世盗名者的卑劣，想想我们浅
尝辄止的浮躁，反思一下自己稍有成绩就拿出来炫耀!敬爱的
陈老师，为您这种沉心治学的态度，为您这种“来不得半点
虚伪”的科学精神——敬礼!

在陈主任这种精神激励下，年轻的我们也严谨起来，我们高
兴地把科研新成果出台的好消息发给在厦门养病的陈主任，
可接到的却是一份黑色的通知。 3 月 10日，肝病无情地夺
去了陈主任的生命。陈福接主任走了，但他对待科学的态度
会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他“以崇尚科学为荣”，他将是我
们永远的精神丰碑!(王忠儒)

科学演讲比赛稿篇三

大家好!

今天，萧山日报小记者的水晶老师请了一位专家来我们班上
课。他叫沈老师，还会变魔术，我们都非常好奇，迫不及待
的想要看看他带来哪些精彩的活动。

沈老师先拿出一个灯泡，奇怪的是灯泡在他的手里就能发出
亮光，可是在我们手里怎么弄也不会亮。老师告诉我们其实
这并不是魔术，而是有科学道理的。我们都被吸引住了，觉
得好有趣啊!



然后，沈老师又在大屏幕上放出几张眼睛的图片，让大家猜
猜这个眼睛是谁的。同学们纷纷举手发言，有蟒蛇的眼睛，
鸟儿的眼睛，还有蓝鲸的眼睛，大家都猜对了。

接下来，老师教我们用一块纱布，一个小瓶子，还有一个烧
杯，再用一根牛皮筋做一个有趣的试验。先把烧杯里的水倒
进小瓶子里，再用纱布包好，然后用牛皮筋扎紧。这时，把
小瓶子倒过来，发现水不会倒出来了。老师说这和水的表面
张力有关，就像一个个球把纱布的小孔给堵住了。

最后一个试验是在一个装了水的瓶子里，倒进红、黄、蓝几
种颜色。倒入红色和蓝色之后，发现还是蓝色。再倒入黄色，
发现黄色漂在蓝色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和水的密度有关系。

通过这些有趣的科学活动，我觉得收获了很多科学知识。

科学演讲比赛稿篇四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科学贵在有首创精神》。

哥伦布是世界的探险家，一生为发现新的“世界秘密”作出
了杰出贡献。在一次宴会上，有人却认为发现新大陆算不了
什么，谁都可以去发现，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哥伦布略
一沉思取来一个鸡蛋，要人们将它立在桌上，可竟没一人能
行。最后哥伦布把鸡蛋顶端弄破一点，就立起来了。接着他
说：“先生们，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谁都可以做的——在
有人做了以后。”哥伦布这句富有哲理的话，形象地告诉我
们：贵在首创精神。

的确，这样立起一个鸡蛋实在是太容易了，可是你不敢把它
弄破一头，就很难把鸡蛋立起来，因为那是首创。



首创精神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第一个举起石斧扑向猛兽的
人，第一个制造火药的人，第一个咬开螃蟹的人，第一个环
球航行的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每个“第一”，都把
人类带进了新的纪元。也正是这种“敢为最先”的精神，推
动着人类文明的历史前进，鼓舞人们奔向明天。意大利航海
家哥伦布的成功，也就在于他目标坚定、敢于探险、勇于首
创。他接受先进的地圆学说，率领圣玛丽亚号第三条船，经
过多次危难，终于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登上了华特林岛。

从古到今，无论国家繁荣、民族兴旺，还是个人事业的成功，
无不同敢于首创相联系。战国时赵武灵王敢于发布“胡服骑
射”的命令，大胆向最顽固的传统和保守思想宣战，让他们
脱下祖传的宽大衣服，扔掉笨重的战车，使赵国国富民强。
这凭的是什么？是首创精神。首创精神，使科学家硕果累累，
使文学家流芳千古，使平凡劳动产生伟大业绩，使有志之士
成为国家栋梁。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发扬这种首创精神啊！

放眼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滚滚而来，势不可当，世界
经济重心正在东移。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要利用时
机，迎接挑战。无数志士行动起来了，他们不安于祖国落后
现状，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前人没干过的事业。这种精神，
就是当今时代最为宝贵的首创精神。

谢谢大家！

科学演讲比赛稿篇五

当你们看着可爱的动画片，玩着迷人的电脑游戏，坐上快速
的列车，接听着越洋电话的时候，……你可曾意识到科学的
力量，科学不仅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科
学就在我们身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人工合成胰岛
素、断手再植、杂交水稻、爆炸原子弹和氢弹、发射人造卫



星和飞船等等，这些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大大缩短了我
国和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差距，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
了活力。邓小平爷爷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确如
此，科学为我们祖国的腾飞插上了翅膀。毛泽___曾对青年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句话，
饱含了长辈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如果说长辈们用辛勤的劳
动建设了20世纪的祖国，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知识、以科学
担起新世纪的重担。

同学们，我们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学习科学，让我们从小
做起。我们要努力学好各种文化课，因为这是一切学习的基
础；同时，对各种适合我们小学生看的科普书籍、报刊，在
课余多阅读一些；还应该积极动手搞各种科学小实验、小制
作，写科学小论文等，培养对科学的兴趣。长此下去，我们
一定能够热爱科学，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

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无论是美国的挑战者号爆炸，还是全
球计算机病毒的升级，从来都不能阻止人类的科技进
步。“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脍炙人口的格言不知激励
了多少渴求知识的人。如今，让我们也用它来勉励自己，做
一个热爱科学的新一代，担起新世纪的重任，为我们祖国的
明天，谱写出更加辉煌的诗篇！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科学，传播文明，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
更要创造另一个生活，如今，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加
快。学习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为了成为科学家，也是为了能
适应生活，更为了能成为新世纪的主人，为国家建设，为人
类文明做出贡献。邓小平爷爷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确如此，科学为我们祖国的插上了翅膀。毛泽___曾对青年
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
句话，饱含了长辈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如果说长辈们用辛
勤的劳动建设了20世纪的祖国，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知识、
以科学担起新世纪的重担。同学们，我们正处于成长发育阶
段，学习科学，让我们从小做起。我们要努力学好各种文化



课，因为这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同时，对各种适合我们小学
生看的科普书籍、报刊，在课余多阅读一些；还应该积极动
手搞各种科学小实验、小制作，写科学小论文等，培养对科
学的兴趣。长此下去，我们一定能够热爱科学，拥有丰富的
科学知识。

我们祖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我们能有今时今日的幸福
生活，全靠前人的努力耕耘。古有诗人赵翼：“李杜诗篇万
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
年”，现有毛主席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风流人物数当代，大好春光看今朝。我们要发愤图
强，为国争光，成为第二个“贝多芬”“爱迪生”，只要努
力，我相信，新一代“诺贝尔奖”一定会是我们中国人的囊
中之物。

美国前总统曾告诫过他的子民：“你们要问的不是你的国家
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无时无刻不
索取着祖国的资源，享受着祖国的福利，而只要我们做好自
己的那份职责，就是在爱祖国。爱国并不难，并非一定要为
国抛头颅，洒热血。从小事做起，更能体现我们对祖国的热
爱。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谢谢大家。

科学演讲比赛稿篇六

大家好!

很多人都一定想知道，科学梦是什么?“梦”有多大?

科学梦是装在心中的愿，是心中的梦境，它很庞大，让我掂
量不住它。

我梦到自己坐上了太空飞船，登上了我盼望已久的月球。在



月球上，我似乎感觉自己比在陆地上轻盈多了。站在月球上，
时不时的就会飘起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梦，
而这个梦，就是我的科学梦。

虽然，这个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梦大家
也一定梦到过。梦到过自己登上了月球，梦到过自己在月球
上种植，梦到过自己登上了太空飞船。这些梦，我们都记忆
犹新。

我多么希望我能坐上太空飞船，登上月球。这就是我的梦，
我的科学梦!

心有多大，梦就有多大……

科学演讲比赛稿篇七

大家好!

我有很多发现，但是，我第一次发现了一个科学小常识，那
就是热气碰到冷气能变成水，水再遇到冷气的时候能结成冰。
我知道这个道理感到很兴奋!

今年的冬天出奇地冷，平均气温在零下20度左右。雪特别的
大，大暴雪像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雪白的棉被，它给孩子们带
来了欢乐，他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行人们都穿上了
厚厚的棉衣，因为天气太冷了。

尽管外面冰天雪地，但家里特别的暖和，我在看外面那雪白
的美景，突然发现窗户有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窗户上有一
层水雾，用手去摸水就往下流，我家有一扇窗户没关严，那
层水雾冰霜，我再细细的观察，过了一会儿，发现窗上形成
了一层花纹，我觉得特别的美丽，你看这是多么的神奇啊!

于是，我开始做试验。我先烧了一壶热水，小心翼翼地把水



壶放在窗台上，因为窗户有点儿漏风，所以不大一会儿就发
现窗户上有一层水雾。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冷气和热气碰
到一起就变成水了，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跑到了外面，大口大口的吹气，假如你戴了眼镜，镜片上
就会有一层雾，看不清东西。我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眉毛上
都结霜了，就像童话中的仙人，我知道了这个科学常识后感
到特别开心。决心以后要更加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科学知
识!

科学演讲比赛稿篇八

大家早上好!

近两周来，我校部分青年教师参加了省市组织的教学比武并
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英语教研室陈蓓、张娟老师以荆州市第
一名的成绩代表我市参加全省英语课堂教学比武、创新演讲
比赛获得二等奖和一等奖;数学教研室甘玉梅老师参加全省数
学教师教学比武获得我市唯一的一个省一等奖;政治教研室张
龄老师获得全省政治教师教学比武一等奖。在周六举行的湘
鄂部分省级重点中学教学比武中我校历史教研室张君老师、
语文教研室肖蓁蓁老师、生物教研室王晓芳老师获得了一个
一等奖、两个二等奖。

让我们向以上获奖教师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我们还要向以
上获奖教师所在的教研室主任和全体教师表示热烈的祝贺，
正是这些教研室主任认真、扎实、有效、长期坚持抓青年教
师专业发展，正是全体教研室教师积极主动无私地支持，这
些青年教师才会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

这两周，我们共同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防控甲流。对于甲
型h1 n1流感，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甲流的传播非常快，易感人群面大，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



首先，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健康习惯，包括睡眠充足、吃有营
养的食物、多锻炼身体等等。特别要注意的是大家要尽力保
持教室的空气流通，经常打开门窗保持通风，下课后要经常
出来走动，呼吸新鲜空气，要重视体育课。

如果自己感觉不适，出现高烧、咳嗽或喉咙痛，应该自我隔
离，待在家中，不要来上学或者去其他人员密集的地方;要注
意休息，大量的喝水;咳嗽或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遮掩住
嘴和鼻子，用完后的纸巾应处理妥当;勤洗手，每次洗手都应
用肥皂彻底清洗，尤其咳嗽或打喷嚏后更应如此;并将自己的
症状告诉家人和朋友，尽量避免与他人接触。如果周围的同
学或亲人表现出身体不适、出现发烧和咳嗽症状的，要避免
与其密切接触，劝其就医。

高度重视甲流的防控是应该的，但不应该有些不必要的恐慌。
虽然各地对因患甲流、因注射疫苗而死亡的病例有些报道，
但相对于整个感染人群其比例并不是很高。每年因交通事故
死亡的人数有多大，我们暂且不谈，据统计，仅仅全世界因
在海边散步，每年被椰子树砸死的就有150多人。

同学们，防控交流不是别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
们每个同学都应该认真了解相应的防控知识，增强自我保护
的意识和能力。同时，我们还要积极配合学校实施的每日晨
检制度、因病缺课的登记制度以及随访制度，对自己负责、
对他人负责。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做好防控，我们会顺利
的渡过难关。

我的讲评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科学演讲比赛稿篇九

大家好!

前几天反倒原本刊物，叫做《我们爱科学》。感觉名字很耳



熟，于是怀着好奇的心情了开来，这是一部很不错的杂志，
《我们爱科学》皆在传播科学知识，激发创造灵感，启迪科
学指慧，培养科学素质。它的科学性，趣味性，可读性吸引
到了我。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它给人以智慧的曙光，
少年时国家萌芽，热爱科学从我做起，发展科学从我做起，
弘扬科学从我做起。我们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评
价问题而不鲁莽逝信得看待问题。

知识用于生活，也源于生活，听过这样一个家喻户晓故事：
牛顿一人在家中的果园中，由于边走边思考，无意间撞到园
中的苹果树，这是一颗苹果正好砸在牛顿的头上。牛顿突然
从问题中醒悟过来，见到了苹果，这是他又沉思：为什么苹
果会落到地上，而不是飘上天空，最终牛顿提出一个最简单
的现象产生的举世定律，万有引力。

许多科学家都是这样，在科学实践中都是那么仔细，没有一
点马

虎，科学之中不用“可能、应该”字眼。

只要我们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再加上搜集资料，记录笔记，
一般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科学就是一个不断思考，不断提问，不断探索的过程，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开始理解，开始相信，开始热爱，开始拼搏，
我们融入科学，科学融入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