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神舟十三号演讲稿英语版(优质8
篇)

演讲作为人类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演讲者、听众、沟通二者的媒介以及时间、环境。优质的演
讲稿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神舟十三号演讲稿英语版篇一

神舟出征传递实干拼搏之力。星辰大海不会自己向我们走来，
也不会主动面向我们变得越来越广阔，必须有我们自己去开
辟、去拓展。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广大航天工作者培育和发
扬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
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迈向星辰大海的每一步，都有中国航天人踩下的坚实脚印。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亦呼唤我们靠实
干拼搏，向着星辰大海前行。
神舟出征焕发开拓创新之力。“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
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逐梦之路
绝非一马平川，而正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坚定不移开拓创新，
不断破解“卡脖子”问题，勇于走向科技“无人区”，推动
了中国航天科技的持续进步，奇迹迭出。有鉴于此，我们更
应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梦想必然要始终洋溢革故鼎新、一往
无前的勇气，善于创造、善于创新的锐气。只有敢破敢立、
敢闯敢试，才能跨越前行路上的“雪山”“草地”，征服前
进途中的“娄山关”“腊子口”。

回首来时路，艰辛而辉煌；展望未来景，任重而道远。神舟
出征激荡迈向星辰大海的更强劲的力量，而我们的任何事业、
任何梦想，也同样期待着我们以理想信念之力、实干拼搏之
力、开拓创新之力，不断开启更为广阔的星辰大海。



5.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观后感日记400字

神舟十三号演讲稿英语版篇二

神舟十三号此次的“亮点”颇多：相比神舟十二号在太空驻
留3个月，这次是半年，三位航天员将在太空过春节，地球上
的我们将历第一次收到来自太空的新春祝福;这是中国女航天
员第一次进驻中国空间站，航天员王亚平也将会成为中国首
位实施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此次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
方式，首次径向停靠空间站;此次载人飞行任务将进行2～3次
出舱活动等等。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三号，从_年杨利伟作为中国首个进入太
空的宇航员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到如今我国已经
有12人去过太空，中国的航天事业正在阔步前进。空间站建
造的宏大项目将分步骤有序完成，我们坚信它将在未来圆满
顺利进行;关乎人类和平与进步的航天梦，会在一代代中国航
天人的不懈努力中成为一个个现实，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对中国人来说，在这份激动的背后，更多的是一份从容。几
十年的航天事业，其背后是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我们亲历了
自己国家的奋斗历程，我们也在日常生活的变化中感受到这
个国家日新月异的进步。

今后，我们还会见证神舟十四号、神舟十五号等的发射。每
一次见证，都更加坚定了人民对国家、对未来的信心。日益
雄厚的科技实力是不争的事实，它是人民看得见、感受得到
的变化，而非只是一种幻想。所以，这不只是一个中国航天
人代代接力、传承梦想的故事，也是人民更有自信、国家更
有实力、民族更有希望的故事。

我们总是忍不住回顾过去，而越是回望历史，越能理解当下。
越回顾，就越珍视。我们会不断回顾中国科技事业的每一个



重要节点，在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中寻找民族前行的动力。
那些时刻，因为铭记成为永恒。

神舟十三号演讲稿英语版篇三

是日拂晓，喜讯传来，国人振奋，神舟十三号成功发射，三
名航天英雄被送入太空，将对接天宫，开启半年征程。中国
航天事业，又上一层。

昔日“上九天揽月”之宏图，不再是梦。航天事业，科技巅
峰，群体作战，众志成城彰显国力，引领未来，造化苍生。
其所耗人力物力财力甚巨，然着眼未来，乃深远之计，关系
国计民生。非下苦功夫，焉得幸福梦。若夫拘于小家之见，
则航天与我有何干系，则漠不关心，反怪劳民伤财，真乃愚
见。非也，航天事业，人民与共。一者，其事关人类大局，
发展之高度，彰显国力，引人尊敬。二者，其于太空探索，
科学研究，造福人民，大有裨益。三者，事关国家安全之大
计，抢占科技制高点，方能不受制于人，乃和平真保障。故
对内可科学研究，以成果来造福国民，以荣誉来增强民族自
信。对外可服务大家，提高安全，促进人类共赢。如是者，
方是航天事业之使命。

由此及彼，探索无止境，上天入地，国之英雄。时代呼唤英
雄，唯有敬重英雄，方能民族复兴。航天英雄，寄托亿万人
之梦，敢于担当，勇作先锋，时代之楷模，国人之春风。民
族复兴，始于儿童。航天熏陶，点燃梦想，去娱乐之浮躁，
还高尚之信仰;树高远之志向，去物欲之平庸。如是者，少年
有梦，理想初衷，非精致之利己，非利益之蛀虫，乃民族之
希望，民族之光明。

重科技，敬英雄，树新风，利苍生，如是者，乃长征精神之
延续，两弹一星精神之传承，民族有望，中华复兴。范仲淹
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曾云：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趋避之。诸如此类，方是民族文化浩气之风。

航天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人人有关，人人受益也。
故可知，光阴逆旅，点燃梦想，不负使命，造福苍生，是为
航天事业之初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助力民族复兴。向
航天英雄致敬，上九天揽月，遨游太空。着眼人类未来，是
为格局;立足国家实力，是为务实;弘扬探索问天之精神，是
为信仰;以太空为舞台，科研丰收，造福人民，是为果实。如
此者，既有战略之高度，复有高尚之使命，则知人人有责，
国家与共。

故可知，宇宙为家，上天真英雄。勇者无畏，大爱利苍生。
重塑信仰，民族复兴。诚所谓：心无国胆人无根，人有担当
国有梦。

神舟十三号演讲稿英语版篇四

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一键升空，光耀四方，矢志不渝追逐星辰大海！

豫西书店为大家整理了一些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相关的作文
素材，记得收藏哦！

标题类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

《圆梦神舟在翔苍穹，矢志不渝九霄逐梦》

《弘扬载人航天精神，自立自强再创新》

《神舟飞天，筑梦天宫》



精彩语句类

中国梦连着科技梦，科技梦助推中国梦。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遨游浩瀚，探索未知，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激荡向上的民族，有脚踏实地、埋头拉车的人，更有仰望星
空、耕耘星海的人。

过去已成历史，未来依然可期。在探索太空的征途上，我们
期待留下更多的“中国脚印”。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

神舟十三号载人航天飞船是中华民族写给太空的一封表白信。

中国人做了上千年的“飞天梦”，今天终于得以梦圆。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毛泽东）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阿姆斯特朗）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中。（齐
奥尔科夫斯基）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
关注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黑格尔）

人物素材类



王亚平

适用主题：热爱航天事业，追求梦想、不懈奋斗等…

事例：王亚平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女航天员，出身农村
的她为了航天梦想付出了很多汗水。

她在训练中刻苦认真，为了航天梦想与家人聚少离多。

翟志刚

适用主题：为事业奋斗终身、热爱航天事业、爱国情怀等

事例：

叶光富

适用主题：人生不止，奋斗无限、执着追求等

时评分享

酒泉10月16日电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从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发，迈出了中国人遨游星汉的第一步。

2021年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在长征二号f运载
火箭的托举下升空，开启了中国人又一次探索太空的壮举。

18年，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三号，从一人一天到三人半年，
中国人奔赴星辰大海的步伐从未停止。

半个多世纪前，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现如今，鲜艳的
中国红闪耀太空。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航天
梦”早已汇入伟大的“中国梦”，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
的惊鸿之笔。



“嫦娥”奔月、“北斗”指路，“天问”问天、“天宫”览
胜，“玉兔”探月、“祝融”探火、“羲和”探日……一个
个饱含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与文化传承的任务，一次次展
示着中国航天勇攀科技高峰的探索成就，展现了伟大的中国
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九霄逐梦再问天，阔步强国新征程。中华民族对无垠宇宙的
探索，永无止境。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
还。航天征途上每一步创新和突破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代代
航天人的艰苦奋斗、不懈拼搏、自主创新，成为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共同记忆。

又是一载金秋十月，又是一度家国梦圆。这次太空之旅，不
仅能刷新中国人在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进一步开展更多的
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我们更能
和他们一起体验在太空过春节……科学探索再次与航天梦想
在太空奏响协奏曲。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正如女航天员王亚
平在出征前所说，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
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
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

让我们一同期待神舟十三号乘组在浩瀚苍穹再立新功，创造
属于中国的太空探索新纪录。

（时评文章来源：新华社记者胡喆）

神舟十三号演讲稿英语版篇五

北京时间10月16日0时23分，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
二号f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按照预定时间精
准点火发射，约582秒后，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
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3名航天



员送入太空，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宇宙探索无止境，太空奏响中华曲。每一次神舟发射总是激
动人心，为祖国自豪；每一次太空探索总是鼓舞人心，为时
代点赞。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新“太空出
差”三人组美丽启航，我们欢呼。浩瀚苍穹立新功，太空探
索写华章，中国精彩！

飞天梦瑰丽，乐章总嘹亮。每一次神舟发射都会给我们奏响
诸多“首次”交响乐——载人飞船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的方式，首次径向停靠空间站；航天员将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
女航天员将首次进驻中国空间站，航天员王亚平也将会成为
中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神舟十三乘组也将包括
中国首次出舱的男女航天员；中国人将第一次在太空中过春
节；等等。每一个“首次”都是科技探索创新的成果，每一
个首次都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结晶，正是在这些“首
次”中，中国航天事业昂首阔步，中国复兴伟业走向成功。

使命很光荣，任务更厚重。每一次太空探索都是壮美事业的
伟大音符，是总结，是升华，是更上层楼的力量凝聚。中国
空间站在轨建设分为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两个阶段实施，神
舟十三号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决胜之战、收官
之战，也是空间站在轨建设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之战。通
过神舟十三号任务，将更加全面地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
站任务的功能性能，以及系统间的匹配性与协调性。神舟十
三号任务结束后，还将组织进行全系统综合评估，满足要求
后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所以说，其任务意义非凡而深远。

探索星辰大海，中国征程壮美。新“太空出差”三人组，组
合完美，“老中青”结合，抒写完美中国太空新记录。一曲
《东方红》响彻寰宇、“两弹一星”让世界瞩目，“载人航
天”挥毫惊鸿之笔。“嫦娥”奔月、“北斗”指路，“天
问”问天、“天宫”览胜，“玉兔”探月、“祝融”探
火、“羲和”探日……，从一人一天到三人半年，美丽传奇，



刮目奇迹。九霄逐梦问天，阔步强国征程。上九天揽月，观
天上宫阙。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记忆，这是共和国发展壮
美诗篇。

浩瀚苍穹立新功，太空探索写华章。中国载人航天精神伟大，
“天和”探索之旅美好。航天员王亚平说，只要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
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我们期待除夕守岁时，能够第一时间
听到我们的同胞来自太空的祝福。行而不辍，未来可期。神
舟十三号任务展现中国为载人航天探索这一人类共同事业作
出的新努力、新贡献；中国必然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和平
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神舟十三号演讲稿英语版篇六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飞向太空为我国敲开了了太空
的大门，几千年的飞天梦想已然实现。而今，我国的航天事
业十八岁了，它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已经成长为蓬勃的青年。
我们的三位宇航员承载者"青年"宇航事业的梦想，又一次踏
上太空之旅。

在国歌声中，三位宇航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迈着自
豪的步伐走过欢呼的人群，发出激昂的宣誓。与此同时，一
股民族自豪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是就我们伟大的航天事业！

"最难得不是训练有多难，工作有多难，学习有多难，最难的
是如何能够把一件简单的事情，用最高的标准和热情十遍的
做好"翟志刚说。热爱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坚持自己的热爱，
并且把热爱当成理想实现的时候，热爱就很伟大。

"在太空里会不会做梦？""在太空，不管会不会做梦，我都已
经在自己的梦里。"对于荣获多个首个，最佳的女宇航员王亚



平来说飞向太空就是她的梦想。从王亚平身上，我看到了这
个时代女性的力量——有梦想，肯努力，会坚持。拥有梦想
并不奇特，但是为了梦想付出努力并且实现时，一切就会变
得很酷。

神舟十三号的成功发射，是祖国实力的彰显。祖国繁荣发展，
也在激励者我们不断努力。新时代年轻人不仅要有梦想还要
有追逐梦想的勇气。只有将勇气化为动力，我们的理想才有
可能实现。

神舟十三号演讲稿英语版篇七

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一方面，青年干部必须要接好革命事业的“接力棒”，在党
的奋斗史中提炼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奋进，要学做老黄牛，
发扬不在乎得失的奉献精神、兢兢业业的责任心，担起新时
代开创的重任。另一方面，要以“正青春”的奋斗姿态和精
神状态，努力学习，增长本领，积极作为，答好青春“担当
之卷”，在民族复兴这场“接力赛”中，跑出属于青年一代
的好成绩。广大科研工作者，应进一步弘扬航天精神，永攀
科技高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发扬“原得此生长报国”的爱国精神。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
初期，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
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许多研制工作者甘当无名英雄，
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
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动人诗篇。新时代的科研人才要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坚
定科技创新、服务国家的思想，将对事业的追求融入国家的
需要，继承前人爱国奉献的传统，以国家和民族需要为研究
导向，在科学报国、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实现个人、事业、
国家的完美融合。



发扬“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奋斗精神。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
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老一辈
科研工作者们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他们运用有
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奋图强，锐
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两弹一星”事业
的伟大胜利。身处这个时代，我们无疑是幸运的，不论是生
活环境还是科研条件，都远比老一辈科学家不知要好多少。
当代科研工作者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大力弘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各自的领域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创造
出新的成绩。

发扬“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团结精神。在研制“两弹一星”
的不凡历程中，来自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成千上万的科学技
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团结协作、群策群力，
汇成了向现代科技高峰进军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用自己
的辉煌业绩，为中华民族文明创造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科学研究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群体劳动，在科研活动中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影响着科研协作和科研计划的完成。
广大科研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协作意识、服务意识，
盯紧共同的目标，在充分发挥各自特长的同时，做好相互配
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