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视图初中数学教案 九年级数学教学反思
(优秀7篇)

演讲稿首先必须开头要开门见山，既要一下子抓住听众又要
提出你的观点，中间要用各种方法和所准备的材料说明、支
持你的论点，感染听众，然后在结尾加强说明论点或得出结
论，结束演讲。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极易感
染和打动听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袁隆平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袁隆平手里掌握着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他的生活却极其简
朴。

长年养成的习惯，他喜欢去田垄，一有时间就到实验田去观
察，去呼吸田野的气息。如果说事业的成功给他的生活带来
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到实验田去的
交通工具，由原先的自行车改成了摩托车。他觉得这玩意儿
轻便、快捷。

田里的秧苗分蔸了，抽穗了，扬花了，结实了……他跨上摩
托车，一溜烟蹿上马路，拐入小径，溜上田埂，矫健的身影
闪动在片片绿意葱茏或金黄灿烂的稻田里。十多年来，他先
后换过八九辆不同品牌的摩托车。如今，虽已70余岁高龄，
他还是经常骑着摩托车在田间转。

20xx年底，在朋友们的劝说下，袁隆平买了一辆赛欧牌家用
汽车。朋友对他说，骑摩托车是“肉包铁”，开汽车是“铁
包肉”，还是开汽车安全一些。他兴致勃勃地学起开车来，
感觉还不错。有时，他把汽车开到了田边。他还笑着说，要



去考一个驾驶证哩。

谢谢大家！

袁隆平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很荣幸在今天的座谈会上发言。

前不久袁隆平院士逝世的消息让我等痛心。然，斯人已逝，
如今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我们新一代青年汲前辈精神，接力
奋斗。所以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致敬袁老学习精神，终生
求知再创新功。

古湍飞瀑，终生求知让我们能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永攀高
峰。

耄耋之年的袁老仍在攻关超级稻研究，并愿为了其推广到全
世界而练习英语。在我看来，这不只体现了袁老心中有大爱，
更体现出他对专业知识储备要求之高。或许在座的各位想问：
“英语与袁老专业有什么关系？”其实，相关领域的研究会
推进所属专业学习。就像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为摸清人体每块
肌肉去解剖尸体，终成美术史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星。而这类
学习好比瀑布，瀑布飞流而下，冲击力形成的，不是独独一
个小而深的坑，而是一大片的湖泊。故终生求知，精研自己
专业同时学习相关领域，终会让我们在专业上有所突破。

静水流深，终生求知让我们修身炼心，成就更好的自己。

水到渠成，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学生当秉前辈学习精神，
再创新辉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袁老用切身行动告诉我们：生命不息，
学习不止。我们也应收下前辈之“水”，于心田修渠，让终
生求知之水长流，进而提高自我修养。甚至能像袁老一样，



为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事业增一点光、发一份热；充分利用
这本该学习的年龄，练好本领、将自己火热的青春投入无限
的进步中。

袁老之风，如高山仰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希望在座
各位，饮源头水，以学为舟，把握青春，承前辈事业，再创
不世之功！

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

袁隆平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当金戈铁马的喊杀声渐渐远去，谁，会为人们所崇拜？在曾
经一次媒体调查中，有舞台上的明星，有英勇的烈士，还有
伟大的领袖，直到这份名单的最后，袁隆平教授的名字才挤
入我的眼帘，这入选的科学家默默守望着人们对科学家的那
份敬重，而到了第二年，这的守望者也消失了。

数年前的一个夏天，在湖南安江的一块农田里，一位农民模
样的人，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着头，弯着腰，正在寻寻
觅觅。他，就是袁隆平。在那时，他是安江农校的一位教师，
正在寻找雄性不育株水稻，以便进行水稻杂交试验。在次年
六月份，他带领助手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先后共检查了1.4万
余株稻穗，找到了6株天然的雄性不育植株，之后耗时六年进
行试验。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挫折，袁隆平并不
气馁，继续坚持着。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于一九七三年培
育出了杂交水稻。

周国平说过，有着纯正追求的青春岁月才是最美好的。在这
最美好的时光中，我们崇拜的对象不应该是聚光灯下那些所
谓的“星”，而是那些能够激励我们，充实自我的，真正为
社会做出奉献的人。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像袁隆平教授一样



无私奉献的“星”，让我们与星光同熠。

谢谢大家！

袁隆平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他把鞋子深深地陷入稻田里，让清晰的脚印指向遥远的未来，
迈向我们美好的新时代！

自古以来，人民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潮流，“民以食为天”、
“食以稻为天”，因此，最令我敬佩的科学家莫过于“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我的脑海里，袁隆平的形象总是
定格为一位身穿白色衬衫，站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里辛苦劳作
的老者。常年的躬身在田间地头，他皮肤黝黑，与其说是一
位科学家，倒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普通农民。

“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这是两个多么
宏大的设想，杂交水稻大面积亩产900公斤又是个什么样的概
念？这是世界上迄今尚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也是“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带领着中国专家迎战世界粮食问题的一个新
跨越。袁隆平曾直言，这条道路虽然是艰难的，但前途是光
明的，苦就苦一点，出了产量更高的新品种，全中国、全世
界人民都能解决温饱问题，他心里高兴，吃点苦没关系。

袁隆平在讲话时会有中英交杂的习惯，就像是吃多了杂交水
稻，讲中文后会自动翻译，人们称这是“袁氏幽默”，他还
会讲俄语，爱好体育，爱好音乐，考过空军，像这样一个多
才多艺的“宝藏男孩”怎能不让人敬佩！

这是每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身上所具备的品质，许许多多的
科学家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或许他们没有千亿的身家，却
甘愿把技术无偿的贡献给全人类，造福全人类。他们夜以继



日的工作，谁有功夫闲看云隐；他们精确地估量着生命的意
义，谁有私心去计较生命的长短；他们在模糊的泥土上捡拾
细小的沙粒，是这些美妙的晶莹绽放开来，给了我们方向，
使得世界更精彩。

我每天都在幻想自己何时才能发芽，茁壮成长，成为绿荫，
去感恩那些为我们无言付出的科学家。因为，我坚信自己可
以不断地向未来迈进，致敬新的时代！

谢谢大家！

袁隆平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我们80这一代，是袁隆平爷爷养活大的。

幼时总是听母亲谈及，他们小时候，总是吃不饱饭，可于我
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我把功劳全都归结给祖
国，这个模糊的概念，知道后来，才知道，这个功劳归结给
祖国，也要归结给您。

我没吃过树皮，野菜，甚至连曾经的杂粮馒头都没有吃过，
更别提烤红薯，烤土豆了。白面馒头，把我养大，我感恩过
祖国，我感恩过父母，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感恩您。

现在，我想好好地感谢您，可您还能听到吗？

今天，让我们把所有的明星淡忘吧，因为今夜的天空，只会
有一颗璀璨的星！

中午的时候，我在我的学生群含泪发布了您去世的消息，而
顷刻间，便证实为谣言，您知道吗？我第一次觉得假新闻是
那么的美，那么的好，可一波三折，不消两个小时，真的新



闻粉碎了我的心，新闻呀！我希望您再一次是谣言，再一次
是假的，我不怪你！

可，你是那么的真，钻心的真，宛如一把利刃扎进心窝，而
且还反复地搅动！

我不知道如何怀念您，袁隆平爷爷，身为一个文人，我只能
用自己最爱的文字去祭奠最爱的您！

课上惊闻巨星陨

涕泪纵横难所云

身前佳肴难入口

心已飞去送至亲

哭声尚在耳边绕

他乡却添一新坟

国士虽去魂永在

此生无愧中国人！

谢谢大家！

袁隆平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很荣幸在今天的座谈会上发言。

前不久袁隆平院士逝世的消息让我等痛心。然，斯人已逝，
如今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我们新一代青年汲前辈精神，接力
奋斗。所以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致敬袁老学习精神，终生
求知再创新功。



古湍飞瀑，终生求知让我们能在专业领域精益求精，永攀高
峰。

耄耋之年的袁老仍在攻关超级稻研究，并愿为了其推广到全
世界而练习英语。在我看来，这不只体现了袁老心中有大爱，
更体现出他对专业知识储备要求之高。或许在座的各位想问：
“英语与袁老专业有什么关系？”其实，相关领域的研究会
推进所属专业学习。就像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为摸清人体每块
肌肉去解剖尸体，终成美术史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星。而这类
学习好比瀑布，瀑布飞流而下，冲击力形成的，不是独独一
个小而深的坑，而是一大片的湖泊。故终生求知，精研自己
专业同时学习相关领域，终会让我们在专业上有所突破。

静水流深，终生求知让我们修身炼心，成就更好的自己。

水到渠成，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学生当秉前辈学习精神，
再创新辉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袁老用切身行动告诉我们：生命不息，
学习不止。我们也应收下前辈之“水”，于心田修渠，让终
生求知之水长流，进而提高自我修养。甚至能像袁老一样，
为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事业增一点光、发一份热；充分利用
这本该学习的年龄，练好本领、将自己火热的青春投入无限
的进步中。

袁老之风，如高山仰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希望在座
各位，饮源头水，以学为舟，把握青春，承前辈事业，再创
不世之功！

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

袁隆平演讲稿篇七

大家好！



其二，“钱是来用的，但莫奢侈浪费。”袁隆平将国家的奖
励大都用来搞科研，并拿出1200万元设立“农业科技基金
奖”，他自己的饮食以清淡和健康为贵，衣服以朴素大方为
主。

其三，“该用的钱就要用，不要小气。”生活中的袁隆平勤
俭、朴素、小气，但他对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却慷慨大方，
毫不吝啬。

谢谢大家！

袁隆平演讲稿篇八

大家上午好！

大家好！

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出生于1930年。袁隆平的励志故事
充满了奋斗和坚持的色彩，不畏艰难，知难而进是袁隆平院
士做科研一贯的原则。“一颗种子改变世界”是对袁隆平所
作贡献的诠释。

这个励志故事从袁隆平年轻的时候开始讲起。1953年，袁隆
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那
时国家实行毕业分配政策，袁隆平被分到穷乡僻壤的安江农
业学校当教师，负责教三门课。然而就在这个落后的湖南乡
下，袁隆平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18年岁月——这些日子里，
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做农业科研，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那个年代的人都深受饥饿的折磨。1960年，严重的大饥荒像
蝗虫般掠过中华大地，饿殍遍野，惨不忍睹。袁隆平内心的
壮志被激发起来了，他发誓，一定要研究出一种高产的水稻，
让自己的同胞吃饱！当时，科学家都认定水稻杂交没有优势，
可是倔强的袁隆平不认输，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无数



次实验、无数次失败，都没有使他气馁。天才都是百分之一
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有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
走在实验田里，突然发现一株特殊的稻穗，袁隆平在惊喜之
下，继续潜心研究。终于，在1973年，袁隆平在全国水稻科
研会议上，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谢谢大家！

袁隆平演讲稿篇九

大家好！

袁隆平，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位世界“水稻之父”
创造的奇迹倍受全世界人民的瞩目，也造福了全世界。

袁隆平生于1930年9月1日。上世纪60年代初，他目睹了农民
们粮食短缺的现状，于是决心改良水稻品种，探索科技兴农
之路。在他的科研团队一次次努力下，终于发明出了水稻新
品种——杂交水稻。

袁隆平的精神是令我们敬佩和感动的。在当时，这种设想是
需要勇气的。因为要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
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但袁隆平不怕困难，决心改良
品种。

并且袁隆平不迷信权威，按照米丘林、李森科的经典理论，
水稻作为自花授粉的植物没有杂交优势，实验没有任何意义。
袁隆平却要亲自试验，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开拓出一条新
的科技之路。

这条路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但科技创新精神和报效祖国
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他坚持不懈地努力，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和
饥饿和灾荒作斗争，解决农民们的温饱问题。袁隆平以他持
之以恒、坚持不懈的意志和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发明



了新一代水稻品种——杂交水稻！

袁隆平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在日常的学习生活
中，我们也要有这种态度。比如遇到难题时，我们要坚持不
懈地钻研，练钢琴时，要知难而进……我认为，不论做什么
事情，只要认定要做了，就要奔着目标前进，永不后退。而
且我们也要有袁隆平先生报效祖国的精神，要从小好好学习，
长大后立志成为国家的栋梁。

我们还期待着袁隆平先生的“稻下乘凉梦”成为现实，真正
成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第二次绿色革命！

谢谢大家！

袁隆平演讲稿篇十

大家好！

2004年10月的一天下午，袁隆平应邀为依阿华州大学师生做
了题为“中国超级杂交稻研究进展”的报告。经久不息的掌
声过后，依阿华州大学校长请学生们提问。

台下一阵大笑，为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坦诚和直率而叫好。他
对自己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不加掩饰，让中外大学生们愈加
觉得他可敬、可亲，完全真实地展现了这位科学家伟大和平
凡的完美统一。

就这样，他的学术报告在简单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