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弘扬科学家精神绘画作品 学生弘扬
科学家精神演讲稿(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弘扬科学家精神绘画作品篇一

从古至今，科学家已有千千万，而我，最敬佩的还是敢于和
炸药打交道的那个人——诺贝尔。

1859年，诺贝尔回到祖国，他到各地考察，发现许多采矿和
筑路的地方还在用人力工作。工人们用铁镐一下一下刨着坚
硬的岩石，累得汗流浃背，却只能刨下一点点，既辛苦，进
度又慢，根本不能完成巨大的工程。回去之后，诺贝尔认真
地研究这个问题。他决定，要研制一种威力巨大又安全可靠
的炸药，实现人们移山填海的梦想。

研究炸药是一种多么艰巨，危险的工作呀!为了发明出炸药，
实验室中连连爆炸，搞得四邻不安。于是，诺贝尔被“请”
出了实验室。

在爆炸中，有一次，五位实验人员牺牲了，其中包括诺贝尔
的弟弟，他的父亲也受了重伤。但，失去亲人的痛，没有动
摇诺贝尔研究炸药的决心。

在失败n次后，他终于成功了。那一次，爆炸异呼寻常的猛烈，
只听一声巨响，实验室巨烟弥漫。人们都悲叹“诺贝尔完
了”。可是，满脸是血的诺贝尔从实验室中冲出来，并欢
呼“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这就是我敬佩的科学家，我喜欢他的毅力和知难而进的决心。

弘扬科学家精神绘画作品篇二

孔子是个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源远流长
的中国文化，孔子正是最早的、最重要的一个传播者。他愿
意将一生都耗在宣扬一项没有一个君王认可的学说之上;他的
学问可以经受2500年的历史洗涤，非但没有消沉而日渐弥新;
我想其中必有其“永恒”的东西存在，这永恒的原因有孔子
的智慧，也有孔子永不言弃的精神。

孔子，具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探索精神;具有“四海
皆兄弟”和谐团结的精神;孔子具有“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自我批评精神;具有“当仁不让”追求理想的精神;
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的学习的最佳方法。

我们都渴望辉煌与成功，富于幻想与憧憬，然而当我们认真
学习想要通往成功的大门时，我们却愈来愈感到我们首先需
要的是正确的学习方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也”。我们听完老师讲课之后就没事了，对于不懂得问题根
本没有及时找老师把它解决，更不进一步思考，只是老师讲
什么我们就记什么，根本不过脑子，对有的问题，不懂装懂。
通过反省，我发现自己学习中的不足和缺点，“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种精神一直推动着我，敏而好学。
以前上课总是走思，不认真听讲，但是，当我们想到“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时候，我们便会集中精神，一
心一意听老师讲课，学思结合起来，课堂效率提高了，我们
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我以前总觉得我的想法和做法就是对的，但最后的结果总是
让我不满和惭愧。“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个自我批
评精神，使我受益匪浅，让我感觉到我以前的主观臆断、固
执己见、太自我的做法是多么的愚蠢。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
让我觉得太自我是对我们个人的成长是没有好处，反而会制



约我们向上发展的空间。所以要客观，要慎重，要科学，要
有全局的意识。

孔子怀揣着“仁政”的梦想，一直渴望用自己的治国理论，
让国富民丰。孔子这种勇于追求理想的精神令人折服。理想
是向上的阶梯，在通往实现的路上总是会充满困难和艰险，
但是，只要我们不言放弃，学习孔子那种勇于追求的精神，
我们就一定能达到理想的彼岸。要看得起自己，保持好心态，
经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以单纯的心灵去迎接生活，感恩
生活的赐予，淡薄却不失拼搏的意识与劲头。美好的一切在
自己的手中，看我们如何去把握，去开辟。

其实恍惚间我觉得孔子离我们并不遥远，他的思想无时无刻
不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我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些，我们可以
让孔子的仁爱播洒人间，可以让孔子精神在你我心中永存。

弘扬科学家精神绘画作品篇三

长征，是一部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战争史书!长征，更是
一座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丰碑!在长征途中，发生了很多感人
的、令人感慨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
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
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
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
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
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
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
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却不小。这些点点
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
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
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



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
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
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面对伤势严重的
伤员们，她可以不管他们，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每一
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
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巍峨的雪山掩盖了革命烈士们的躯体，却埋藏不了他们为国
为民的赤诚之心;茫茫的沼泽吞噬了他们的身躯，可是却掩藏
不住他们坚定的信念!他们是英雄!他们的故事永垂不朽!

弘扬科学家精神绘画作品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袁隆平有两个愿望:一是合成超杂交稻;二是让杂交稻走向世
界。

这是袁隆平的声音，博大的爱。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从成
绩和荣誉两个负担中解放出来，超越了名利，对于很多头衔
和打工，可以辞职的坚决辞职，不参加的会议一般不参加，
梦灵缠绕的只有杂交稻。他希望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不仅能
提高我国自己解决饮食问题的能力，还能为解决人类还面临
的饥饿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袁隆平将帮助其他国家
发展杂交稻作为人类谋求幸福的崇高事业。他还被聘为联合
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我喜欢看稻预千重浪，到处都是英
雄下夜烟。记者离开三亚基地的时候是4月7日的黄昏，北国
还是春天的寒冷，这里袁隆平把记者送到十字路口，说:我梦
见杂交水稻的茎像高粱一样高，穗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
萄一样结成，我和助手们一起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乘凉。
满载袁隆平的梦想和希望，杂交水稻在中国和世界的大地上
播种和收获，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



世界优秀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写了一部名著，名为走
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书上写着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
间，在农业科学的成果中打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在引导我
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目前，已有20多个国家引进杂交水
稻，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杂交水稻技术作为
战略计划，自90年代以来，特别支持在世界几个生产水稻的
国家发展杂交水稻。袁隆平被聘为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的首
席顾问，近年来，他每年都在海外指导，多次向印度、越南、
缅甸、孟加拉等国家指导，为这些国家培训技术专家。

从1981年到1998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开设了38期国
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15个以上国家的100多名科技人员。
1998年，越南和印度的栽培面积分别超过10万公顷和20万公
顷，取得了每公顷增产1吨到2吨的效果。杂交水稻在解决世
界饥饿问题上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袁隆平，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
父”。

弘扬科学家精神绘画作品篇五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科学贵在有首创精神》。

哥伦布是世界著名的探险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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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