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学家精神的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那么我们写心
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
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

科学家精神的心得体会篇一

袁隆平，中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人物，其研究成果不仅改变了中
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带动了世界农业的科技革命。袁隆平
的团队以热爱祖国、热爱科学、追求卓越的精神，创造出了
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种精神也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二段：袁隆平精神的内涵

袁隆平精神饱含着科学家独有的职业精神，如不畏艰险、坚
持创新、独立思考等。袁隆平白手起家在科研工作上不断追
求，即使面对种种困难他也始终坚持不懈，最终取得丰硕的
成果。袁隆平更宝贵的是秉持的虚怀若谷的态度，他常常指
出学习的重要性，强调的是团队工作中每个人的贡献都是不
可缺少的，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功。

第三段：袁隆平精神对我们的启示

袁隆平精神对我们常常表达了坚持不懈的追求的精神，他对
于学习，终身学习，不断追求进步的追求，时刻提醒我们敢
于面对挑战，敢于挑战极限，永不言败。凡是具有这样精神
的人，起码在思想层面上就比那些放任自流、妥协退缩的人
更能看到未来，更能创造出一番事业。其次，袁隆平精神也
强调了不具有私利心的集需，而是在成就大事业，甘于付出，



毫无矫饰的团队协作精神。在与别人合作时要懂得相互尊重
与信任，学会互相理解和沟通。

第四段：如何在生活中贯彻袁隆平精神

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中对袁隆平精神灵活，愿意和伙伴一
起想办法，共同创造机拆和美好的未来。要不忘初心，勇敢
探索，推翻一成不变的教条，大胆创新。我们也可以在生活
中发现并借鉴身边的好例子，尝试将优秀的经验融入到自己
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通过不断努力和实践来贯彻袁隆平精
神，走更好的开发路线。

第五段：总结

袁隆平精神是一种高度含糊、富有思想性的精神，是集科学
研究与实践指导于一体的思想体系，它以其卓越的科研工作
和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深深地震撼和影响着现代世
界。我们应该通过在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对袁隆平精神的贯
彻，抓住机遇，大胆尝试，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和能力，与
团队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科学家精神的心得体会篇二

连日来，大家表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不畏艰难、迎难而上，加快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
发展。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
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
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
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
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自治区交通厅
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傅航近年来主持研究了国家级、自治



区级科研课题20多项，学习了重要讲话，他备受鼓舞。傅航：
“几十年来，新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恰恰正是在这
种科学家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才取得的。从70年前的便道到
今天近六千公里高速，十余万公里路网，综合运输枢纽、临
空经济区、内陆港。我们新疆广大交通科技工作者充满了信
心和干劲，我们一定遵照厚望，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肩负起历史责任。”

新疆农业科学院微生物应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文超表示，
要坚守科学家精神，投入到广阔的农村，为脱贫攻坚，农民
增收贡献自己的力量。郭文超：“身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聚
焦新疆农业产业发展重大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努力攀登，奋
发有为，为新疆农业的持续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助力
脱贫攻坚，助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自治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疫情防控组流调组副组长、自治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主任医师甫尔哈提·吾守尔疫
情期间主动担当，奋战在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一线，他参与建
立完善的流行病学调查模板为疫情研判提供了科学依据。尔
哈提·吾守尔：“今后工作中，我要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认真钻研流调工作，寻找更加科学高效的流调方法，为我区
传染病防控工作做出应有贡献。”

乌鲁木齐中科曙光公司总经理裴翀：“作为新疆本土的科技
型企业，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重任。我们努力向老一辈
的科学家们学习，把人民的利益至上，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
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当中去。我们一定
抓住创新机遇不放松，为了实现新疆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
新疆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全力以赴。”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
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
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



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荒漠与绿洲生态国家重点
实验室是新疆首家国家重点实验室，目前正承担着青藏高原
二次科考以及新疆可持续发展专项研究等重大科研项目。研
究员周晓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开展山地-绿
洲-荒漠生态系统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创新，促进干旱区资源
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模式，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提
供科技支撑。”

科学家精神的心得体会篇三

日前，中国科协发布《关于弘扬科学家精神争当优良作风学
风力行者的倡议》，作为一名中医药青年科技工作者，我备
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

百余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技文明的交流碰撞中，一代代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
投身于“科技兴国”的报国实践中，孕育出以爱国精神、创
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育人精神为核心
的中国科学家精神。他们是塑造者、践行者，于我们，是榜
样，是领路人，需要我们去传承与弘扬。我个人有三点体会：

把献身科学的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科学没有
国界、科学家却有国籍。当科技成为突破国界，引领全球发
展的重要力量时，祖国二字不仅不应褪色，反而更加珍贵。
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爱国情怀作为
第一位要求，把人生理想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奋斗中，在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同时，为中国梦贡献自
己的力量。

秉持工匠精神，致力科研创新。科学研究往往失败多于成功，
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历经无数次失败，在上百种药物中终



于提取出抗疟神药青蒿素，这种对科学事业持之以恒的执着
追求，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正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用工
匠精神做科研，其实就是反对浮夸浮躁、急功近利，坚持追
求真理，严谨治学，甘坐“冷板凳”，肯下苦功夫，立足临
床实际问题，尊重事物发展规律，运用中医原创思维，解决
人民切实需要，是中医药人的初心与使命。

严守“一条红线”与科研道德底线。维护学术氛围的风清气
正是从事科研工作的首要任务。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
主席万钢说道，科学研究的学术训练和科学道德规范，是以
科学为业的“两个轮子”，是在科学殿堂中探寻求索的“两
个翅膀”。

科学家精神的心得体会篇四

11月24日下午，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春秋受邀来到山
东大学附属中学，为小学部的师生们作题为“弘扬科学家精
神树立科学报国理想”的宣讲报告，300余名师生一同聆听了
报告。

报告会中，王春秋从宣讲党的-精神入手，以84岁的钟南山在
疫情最严重时刻星夜驰援武汉的故事切入，用清晰易懂的语
言、生动形象的图片、感人至深的故事为到场的师生们带来
了一场精神盛宴。报告深入浅出，内容详实，情真意切，分
为三部分讲述了“什么是科学家精神”、“为什么要弘扬科
学家精神”和“如何培养科学家精神”。

在讲述“什么是科学家精神”时，王春秋以“两弹一星功
勋”郭永怀壮烈许国的故事告诉同学们，科学家精神是胸怀
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以“人民英雄”陈薇带领团队研
制新冠病毒疫苗的故事，阐述科学家精神是勇攀高峰、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以中国物候学创始人竺可桢几十年如一日精
心观测气候的故事，阐述科学家精神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的求实精神;以“中国天眼”奠基人南仁东选址天眼的故事，
阐述科学家精神是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这些精
彩动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同学们，整个报告厅座无虚席，掌
声不断。

在讲述“为什么要弘扬科学家精神”时，王春秋指出，国家
昌盛、民族繁荣需要科学家精神;社会时代的发展需要科学家
精神;个人自身的成长需要科学家精神。同学们正处于人生中
长知识、打基础的重要阶段，也正值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成型的重要阶段，一定要多去了解科学家的故事，践行科
学家的奋斗精神，从科学家精神中汲取成长养分。

最后，围绕“如何培养科学家精神”，王春秋勉励同学们，
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从小就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科
学报国理想，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一是要树立远大理想，
明确人生目标。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的坚定信念;二是要学习科学知识，探究科学方法。时刻不忘
一代学子的时代责任，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用心锤炼各
项本领技能;三是要勇于开拓创新，锻炼科学思维。积极参与
各类科技活动，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四是要培养
科学精神，立下报国之志。树立为祖国科学事业献身的理想，
向老一辈科学家看齐和学习，不断地探索无穷世界，为祖国
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纷纷表示，今天的报告会内容精彩，深受鼓舞和感染。
科学家爱国、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精神，将不断激励
他们认真学习，积极探索，以后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开展弘扬科学家精神报告是省科协学习贯彻党的-精神的重要
活动，旨在传承科学家精神，弘扬科学文化，引导广大青少
年追求真理，立志报国，砥砺奋进，营造“学科学、爱科学、
讲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科学家精神的心得体会篇五

袁隆平，我国著名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被誉为“杂交水稻
之父”。他默默地进行着杂交水稻的研究、耕耘，为中国农
业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在他的深入研究中，我们能够看
到科学家的精神——那一份执着、刻苦和求实的品格。在这
篇文章中，我将分享一下我从袁隆平身上领悟到的精神心得
体会。

第一段：执着

袁隆平的成名之路可谓是十分不易。他在其初次进行水稻育
种时，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困难。长期的研究没有取得的成
果，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包括那些夜以继日的实验，看似在
做无用功，但是一直在不断探索，有了不少的实验数据后，
他才发现了他科研道路上许多盲点。就这样，他不断尝试，
半个世纪的时间，直到研究成功。他的执着精神便是我最欣
赏的其一。

第二段：坚持

在研究杂交水稻的过程中，袁隆平经常会碰到不少问题，并
且这些问题极度地阻碍了他的工作进度。但是他没有退缩，
在每个问题面前，他都在思考、调整，找到最好的解除困难
的措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了成功。这带给了我很多启示。
做一件事情，不一定一步到位，但是要持之以恒、不言放弃，
才能做到最好。

第三段：刻苦

袁隆平曾经说过，“水稻对我来讲，是一件纯洁、美好、伟
大的事业，我得痴情于它，与它共命运，共荣辱。”他对自
己所从事的事业有着极度的痴迷，也开始从他自己的经历来
看，他确实付出了很多。人们难以想象，在长时间的研究中，



他是以仅剩8小时的睡眠时间来维持的，这需要抵抗强烈的疲
劳和压力。他的刻苦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段：求实

在研究生产中，袁隆平有着一套“三号工作法”，就是“眼
瞎手快脚勤”。“眼瞎”就是指不看书、不听课，只在实际
工作中掌握知识；“手快”就是具有敏捷的动手能力，善于
创新和实用；“脚勤”也就是卖力干活。他提倡的三号工作
法，强调实干、实践，最好的教师是熟悉实际工作的经验，
他的做法可以改变事物的未来，去实际效果着想。

第五段：总结

从袁隆平的精神品格中可以看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不仅需
要执着、刻苦和求实之外，需要有一份乐观的心态，有一份
勇于创新的精神。袁隆平的经历与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相通之
处。不管是要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付出时间、努力和汗水，
每向前提一步就是对自己的肯定。我们也要把这样的精神融
入自己的生活、工作中，不断求变、积极进取，才能让自己
变得更加优秀、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