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赞美科学家的演讲稿 科学的演讲稿
(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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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知
道演讲稿如何写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
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赞美科学家的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从小事做起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家都知道，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全面把握科学发
展观的理论内涵和精神实质，用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武装我们
的头脑，用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指导我们实践，对于我们立足
本职岗位，做好医疗保险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落实科学发展观，光讲大话空话是不行的，最终还得落实
到具体行动上，落实到每一件具体的小事上。我们医保局负
责全县的医疗保险工作，工作千头万绪，要想出色完成好这
些工作，就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去做，就需要我们一件一件
地去落实，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县医保工作是否能顺利开展，
而且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医保政策是否能得到有效落实，关系
到我县人民的安康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作为医保局一名出纳，就是要认真为受保人对好每一笔帐，
付好每一笔钱，不出错，不拖延，全心全意为受保人服务。
使受保人真正沐浴到党和国家的温暖，真正体验到社会主义
大家庭的温暖。

也许有人会说，做小事，怎么能与科学发展观相提并论？要
知道，在工作中，任何细节，都会事关大局，牵一发而动全



身，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会通过放大效应而突显其重要影响。
有时许多事情的成败都与细小的事情有关。20xx年1月16日美国
“哥伦比亚”号航天天飞机升空80秒后发生爆炸，飞机上的7
名宇航员全部遇难，世界一片震惊。事后的调查结果表明，
造成这一灾难的罪魁祸首竟是一块脱落的泡沫。一块泡沫有
脱落看似是一件小事，而这件小事的发生肯定是源于某个部
门、某位领导，甚至是某个设计师的不重视细节。在发射卫
星方面，我国的技术处于世界前列，有着多次成功的经验，
但澳星却在发射中爆炸了。

在我们国家，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
的执行者；不缺少分门别类的规章制度，缺少的是对规章制
度不折不扣的执行。在这么一个细节制胜的时代，任何一件
事件都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喊出来的。也许我们大家都知道要
重视细节，但真正落到实处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把自
己所在岗位的每一件小事做成功，要把自己所在岗位的每一
件小事做到位，那其实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我们大多数人
做的大多数事都是琐碎的、繁杂的、细小的重复，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花大量时间在这些琐事上难免会心浮气躁，难免
会心烦意乱，但如果我们用扎实代替浮躁，用理智折服冲动，
并且做到不好高骛远、不眼高手低，从细节做起，做好眼前
的每一件小事，在平凡中做出不平凡的坚持，那就是平凡中
的伟大了。扎实、理智，热爱工作，每天尽自己所能力求完
美，决不用“差不多”、“大概是”含糊其词，马虎了事，
在不断磨练中，熟能生巧，只要坚持每天提高1％，工作水平
就会提升100％，只要坚持从小事做事，就一定能够成就大业。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让我
们在日常工作中关注细节，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立足
岗位，努力工作，xx县的医保事业就一定能够再创辉煌。

赞美科学家的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原来青蛙素有“千里眼”的美称，它的眼睛对远处活动的物
体特别敏感，比如蚊子苍蝇等从青蛙的眼前晃过，它就会射
出它那似箭的红舌，把猎物捆起来，收回口中品尝“大餐”，
完成这个动作，只需要短短一秒！青蛙捕捉昆虫时具有“百
发百中”的本领，它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双眼有一种能对运动
的物体做出反应的细胞，这种细胞是可以根据物体连续运动
来判别的，可是对静止的物体，它却视而不见，不管怎么样，
面对静止的物体，它就是看不见！

如果是一只死苍蝇的话，只要把它捆绑在细线上，在青蛙面
前反复逗弄，这样青蛙也会乖乖地把死苍蝇给吃掉了。在我
们的身边，这样的趣事有很多很多，就等待着我们的慧眼去
发现。你看，科学多有意思啊，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
看来我们要用功读书才行，多了解一些身边的科学知识。

啊！我喜欢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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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科学家的演讲稿篇三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热爱科学》。



什么是科学呢？古人道：“科学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最美
好和最需要的东西。”邓爷爷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说到科学，同学们一定会想，我们只是一个小学生，科学
离我们也太远了吧。其实，科学就在我们的身边。比如可爱
的动画片，迷人的电脑游戏，快速的列车，还有不管多远都
能接通的长途电话等等，这些，都是科学家们潜心研究后应
用于生活的成果。

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在努力学好各种文化课的
同时，更应该积极地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平时多看一些科普
书籍、报刊，如：《十万个为什么》《百科知识》《我们爱
科学》等等。同时还要积极动手搞各种科学小实验、小制作，
写科学小论文等等。

一个苹果熟了，落到了地上，这个正常的现象引起了牛顿的
思考。为什么苹果会往地上落而不是往天上去呢？最终，牛
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这个故
事大家都很熟悉，它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科学无处不在，
缺乏的只是善于发现的眼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科学的进步离不开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对待科学一定要有敢
于创新、勇于创新和乐于创新的精神。要做到这些并不难，
勤观察、勤动手、勤思考，当灵光一闪时，立刻动手试一试。
说不准，你就是未来的科学家、发明家呢！

同学们，十一月是科技宣传月，本月黑板报的主题也是“爱
科学”，这个月同样也是爱动手的学生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如果你有好的科技小制作，近期就可以上交到学校的科学办
公室，老师们将对同学们的优秀作品进行评选，好的作品还
会推荐到区里或者市里参赛。

期待同学们的惊喜！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赞美科学家的演讲稿篇四

1985年2月15日，我国南极考察队队员在南极乔治岛上建立
了“中国南极长城站”，终于在南极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这旗是智慧和科学的结晶，这旗由汗水和鲜血染成，这旗由
中国人亲手升起！

1984年11月20日，中国南极考核队591名队员从上海启程前往
南极，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航行，行程1100余海里，于12
月26日安全到达南极。建站地址选定后，考察队员立即组织
力量从两艘万吨巨轮上突击运卸500吨建站物资和大批科学考
核设备，同时着手赶建长城站。他们在时而狂风暴雨，时而
冰雪绵绵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抢修码头、搬运物资、平整地
面、开挖地基、建造房屋、安装设备常常连续工作16小时以
上。挖掘机、推土机等全部启用，直升飞机、救生艇等一齐
出动。就这样，经过45天的日夜苦干，创造了世界在南极建
站史上罕见的高速路，终于在1985年2月15日高质量地完成了
建站任务。这是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精神的胜利！

中国南极长城站的建站速度之快，质量之完美，令外国同行
刮目相看！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所有建
站材料，全由我国自行生产，不但能顶住12级以上的大风，
而且还能抵御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在南极风大、严寒、干燥
的情况下，长城站就像一名坚强的卫士，能确保考察队队员
黯然无恙。

南极长城的站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
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
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同学
们，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我们仍应该学习南



极精神！在我们的面前，许多科学高峰有待我们去开发，无
数科学奥秘有待我们去探索！

谢谢大家！

科学的魅力演讲稿篇16舌的练习有这样几节，第一节是伸，
把口开大，提颧，要感觉鼻孔略微张开一些，然后努力地把
舌头往外伸，舌尖越尖越好，伸完了以后，再往回缩，缩到
最大的程度，这样反复来做，这样反复来做，这是第一节。

第二节是刮，大家注意听，刮是怎么刮，舌尖抵下齿背，舌
体用力，用上门齿的齿沿刮舌尖和舌面，这样反复进行，这
样反复进行，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是捣，捣乱的捣，我都把它概括成一个字，这样大家
好记，怎么捣呢，就是把一个像枣核一样的物体，竖放在舌
面上，比如说，一个橄榄核，一个枣核，或者一小块糖，两
尖，两头正对着前舌，这是竖放，用舌面挺起的动作使它翻
转起来，这样反复进行，这是捣，这是捣，这是第三节。

第四节呢，是弹，先把力量集中在舌尖，抵住上齿龈，堵住
气流，堵住呼出的气流，然后呢，突然打开爆发出te音，反
复进行，我来做一下，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大概也就可以体会
出来我是怎么样在做：“te te te”，这里应该注意，舌的中重线，
前后的中重线要用力，爆发出这个te te，越有力越好，爆发出
这个te音来，这样反复进行，这是第四节。

第五节是顶，先闭唇，用舌尖来顶左右的内颊，交替进行，
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这是第五节。

第六节呢，是转，闭唇，把舌尖伸到口腔前庭，也就是把舌
尖伸到齿唇的中间，先向顺时针方向环绕360度，然后再按逆
时针方向环绕360度，这样交替来进行，这样交替进行，这是
第六节转。



第七节立，先把舌头自然平放在下齿槽当中，然后向左向右
来回地翻立，这可能一时做不出来，但是你坚持做，再想着
怎么做，这样的话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做了，实际上这一节还
是挺重要的，它是为了锻炼舌头的力量左右平衡，这样子，
所以这一节还是挺重要的，先把舌头自然地平放在下齿槽当
中，也就是很自然地放在那儿，然后呢，向左翻立起来，倒
换过来，再向右翻立起来，这样呢，来回交替的进行，来回
交替进行。这几节是舌部操。

赞美科学家的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惊奇就是科学的种子”这是爱迪生说过的一句话。所以，
我特别喜欢探索和研究，尤其是发明一些小东西。

今天我要发明太阳能电风扇，它的颜色是紫色的，形状是椭
圆形的。它的配件是：温度测量器、风扇、太阳能测试器、
无线天线等。你别看它的配件很多，但它只有巴掌大，很方
便携带。它的作用是：用太阳能测试器测出太阳能，供电；
然后用温度测量器，按一下按钮，就会测出温度。有时候，
天上有云不容易测，所以就安装上无线天线，它可以穿过云
层测量。如果温度高于22度，就调出低于22度的`温度，让小
风扇来帮忙吹出凉风。

如果温度低于22度，就调出高于22度的温度。当然，它不是
让你猜几度，而是有一个小屏幕，屏幕上会显示这个数。太
阳能电风扇还有一条绳子，可以挂在脖子上。太阳能电风扇
最大的优点是：不浪费电池，保护环境！

太阳能电风扇的优点太多了，也很容易做，你喜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