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隆平的故事读书心得(优质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袁隆平的故事读书心得篇一

_年_月_日，学校组织师生观看电影《袁隆平》。早就对这位
水稻之父略知一二，正好趁此做个深入了解。电影手法写实，
片中主人公散发出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着我。

影片展示了袁隆平所具备的完美品性：一是不屈从。在不理
解甚至是误解的压力面前，不是急于争辩，也不是满怀怨恨，
而是坚持自己的理念，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任它风吹雨打，
我自闲庭信步"。因为他的内心更强大，有着巨大的勇气和底
气，所以他才能不屈从也不在乎强势的压力。我们周围有很
多看似强悍无比的人，总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一副惟我
独尊的样子，可一旦遭遇比他更强大的人否定，马上就唯唯
诺诺，内心的虚弱毕现。怎样的人才能够坚持真理?在此立见
分晓。

其二、不刻板。在逆流的大环境中，不做无谓牺牲地反抗，
当袁隆平听到红卫兵说要拉他去批斗时，他立即很积极地配
合，并自己喊着"打倒袁隆平"，令人忍俊不禁。这不是胆小，
也不是懦弱，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以便继续科研也保护家人的
策略，因为无法和那些人进行沟通，无法让他们理解，而他
们掌握着生死，这种一心只朝大目标无视细枝末节的变通，
无不体现在他科研的思想和经历上。正是这种变通不刻板和
他自由率性、融会贯通的思维行事方式，帮助他打通了杂交
水稻的全新道路。



其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当研究十年没出成果，
上级领导要取消他的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时，他回答："不管
怎么样，我决不放弃!"十年无果，有多少人会在其间知难而
退?这十年外人眼中的空白，于科研实际上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袁隆平终究还是幸运的，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在助手们的帮
助下，他得到了一株上苍赐予的"野败"(野生雄性败育稻)，
所以他说，成功=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机遇是可遇不可求
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遇，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是在
失败中坚忍前行，他们应该更让人敬重。成功是需要机遇的，
而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品质和
精神才是衡量成败的尺寸。

其四、心中有爱，有爱才会不计回报地负起责任的重担。袁
隆平心中不仅装着对妻子的爱，对家庭的爱，更有对全人类、
对自然界的无疆无界的大爱。正是这种大爱，使他立下"让人
类摆脱饥荒，让天下人都吃饱饭。"这个心忧天下、造福人类
的宏大抱负。对爱的深刻理解，也让他更加懂得包括水稻在
内的生命，这种洞察和把握让他始终没有偏离科研轨道的正
确方向，从而最终取得成功。影片不仅展示了袁隆平的大爱，
也表现了亲人们对他的爱，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安心工作，不
让他知道自己去世的消息，并要他的妻子转告他："你安心工
作，早日研究出成果，就是尽孝，是尽大孝!"。父母的理解、
妻子的支持，让他得以一心扑在事业上，终于实现了理想。

谁说搞科研的人就是书呆子，毫无生活乐趣?影片给我们展示
的不仅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的人，
还是个会工作、更懂生活、多才多艺又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
电影从小事落笔，以袁隆平普通人的情感和品格体现他令人
景仰的人格魅力,简单处见不平凡。

查看了袁隆平的资料，感觉电影对他取得至伟功业的成因还
揭示得不够，未表现出"野败"的杂交第一代抽穗时，还没有
人知道其科研价值，但袁隆平却毫无保留，把"野败"材料分
送给大家做实验。人多力量大，在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



行上万次回交转育后，培育出了几个优良的不育系和保持系，
我觉得这才是他真正大成功之处，因为他深谙只有联合攻关
才能成就事业的道理，一旦有新的突破和发现,就把自己的经
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同伴,从不以单位不同而保守秘密。同时
他把三任总理拨给的数千万元研究专款,用来组织全国同行共
同研究,把申请到的研究课题分配到全国不同的地区和单位,
进行分类指导、合作攻关,不但用个人成就垫高了全国同行的
起跳点,而且迅速在全国形成了各路大军协同作战的局面。科
学研究需要集思广益，在个人得失中锱铢必较的人是成就不
了伟业的。当今，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人际交往越来越广泛,
社会合作越来越重要,市场经济需要互利多赢,和谐社会需要
共建共享,我们要实现伟大目标，就要像袁隆平那样在更加广
泛的人群中求合作,在更加深层次的领域中求协调,在更加宽
广的舞台中求发展,才能舍一己之私利,成大局之伟业。

袁隆平的故事读书心得篇二

-年5月22日，当从网上得知您逝世的消息，心情无比沉痛，
但我知道，您只是进入了一个梦乡，在那里，世界各地都种
满了杂交水稻，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您悠然
地坐在稻穗底下乘凉。您的一生，始终将个人前途和国家利
益紧密相连，把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结成了一
粒粒饱满的稻穗，种满神州大地乃至世界各国。

您亲身经历了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导致的严重粮食饥荒，
踌躇满志的您决心改变人民群众吃不上饭的面貌，努力利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抓紧培育出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实现增产，
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您扎根在田间地头61年，一生80%
的时间都在搞研究，就为了使杂交水稻实现高产。在一些人
眼中，总觉得您很有钱，实际上您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即
使名满天下，您心无杂念只专注于水稻研究，每月工资不
过6000元，一年到头不过二十万。您曾说：“人，除了吃饱
肚子，还需要一股子精神，只有精神丰富了，心情才能愉快，
身体才能健康，事业才能做得长远。如果老想着享受，哪有



心思搞科研呢?”您拒绝了国际上很多机构的高薪工作，还把
在国际上获得的所有大奖的奖金都捐赠给了以您的名字命名
的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用来表彰和扶掖对农业科研有贡献
的人。

搞农业科学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可以加班加点完成，农业研
究需遵循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有时候几个月才能见到成效，
且杂交水稻是世界性的难题。但你毅然选择杂交水稻这条路，
这条路注定是不平凡的，是艰辛的，是无止境的，但您不畏
艰难，呕心沥血，60余年来，您常脚踩淤泥、头顶烈日，勾
腰驼背整天把自己埋在稻田里，默默坚守在农业科研第一线
辛苦耕耘，苦苦追求，凭着自己刻苦专研的精神，以及敏锐
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不断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不断
跨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峰。您曾说，您的一生中有两个梦想，
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如
今水稻高产的梦想已经实现，您的杂交水稻也在印尼、巴西
等地大面积种植，然而您还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坚持不断
创新、不断探索、不断突破，即使90多岁高龄依旧扎根在田
间地头里。

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用自己那小小的身躯扛
起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粮食安全”的重任，耗尽一
生的精力只为一粒小小的稻穗，最终把自己的论文写满整个
神州大地。90岁生日时您曾说：“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做出更多贡献”，您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
的，直到今年年初，您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
工作。今天，我们能够衣食无忧地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更
应该感激和铭记那些像您一样的科学家，看到你们身上一心
为民、淡泊名利，严于律己、不畏艰难，与时俱进、勇攀高
峰等高尚情操，不断延续你们身上的优异品质。您放心，今
天的我们无论处于任何岗位、任何时刻，都会把自己的个人
前途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以您为榜样，把实现中国人民的
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不断勇攀高峰的动
力和目标。



袁隆平的故事读书心得篇三

袁隆平，“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原副主席袁隆平，因
多器官功能衰竭，于20-年5月22日13时07分在长沙逝世，享
年91岁。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是多么的伤心难过！我所了解的袁隆
平院士，毕生都在为世界的粮食供应做努力，做贡献。就连
在医院治疗期间，他也始终不忘自己的杂交水稻，每天都向
护士询问气温、降水等情况。一位护士在袁隆平老先生逝世
后，还哭着说“他自己都已经病的那么严重了，还时刻关心
着他的稻子。”

袁隆平爷爷说过：“我有两个梦想。”袁隆平的梦想有两个，
一是“禾下乘凉”，二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但就在他
的两个梦想快要实现的时候，这位稻田里的守望者却走了。
为此，我们要牢记袁隆平爷爷给我们的寄语：

“知识是基础，汗水要实践。灵感是思想火花，思想火花人
人有，不要放弃它。”

总是下意识的以为，那些伟大的人会永生。却忘了他们也会
老，也会生病，也会突然离开。他悄悄地带着草帽，弯着个
腰……就这样，突然离开了……尽管医院全力救治，尽管家
人在床边唱着他喜欢的《红梅花儿开》等歌曲，期盼他能够
睁开双眼，但最终还是没能迎来奇迹。由于袁隆平的杰出功
绩，有许多人提议国家给袁隆平爷爷实行国葬，降半旗哀悼。

我认为袁隆平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去学习：时刻关心人民、
简朴、不慕名利、不畏艰险，勇于付出、顾全大局、甘为人
梯……所有的这些精神，造就了中华人民对于他的尊敬与喜
爱，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多么的平易近人！



致敬袁隆平，我们要珍惜粮食，为自己的目标付出汗水，坚
持不懈，才能表达我们最真诚的致敬之心！

袁隆平的故事读书心得篇四

20_年5月22月13点07分，“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
士袁隆平与世长辞。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先是不肯相信的，
袁老取得的一个又一个令世界震撼的成就，为全人类做出的
无与伦比的贡献，让我们将他视作一座屹立不倒的丰碑，一
个精神永存的标杆，却忽略了他也是一个有着生老病死的普
通人。

我久久难以平息内心的惊讶，难以起笔写下这篇文章。我带
着一颗虔诚而崇敬的心，重新回顾了袁老充满坎坷与坚持的
一生，试图从单薄的语言与真实的影像中汲取这一伟人的精
神甘泉，用我不够厚重的文字，以我最真挚的情感，记录我
眼中的山高水长的袁老之风。

袁老是一位伟大的梦想者。

“我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
球梦。”多么美好的梦想，多么动人的梦想，多么伟大的梦
想啊！从那个“涂有饿莩”，饥荒肆虐的时代到不被认可、
难见成效的时期，袁老始终敢于梦想，始终追求梦想。“我
们都在路上，我们都是追梦人。”袁老这些追梦人中的一员，
九十岁高龄仍坚持下田，为水稻产量年年创造奇迹，为了心
中的梦想，不断开拓，不断突破，不断前行！

袁老是一位执着的坚满分持者。

袁老经历了成千上万次失败，承受了成千上万次失望，却始
终坚守着自己内心的方向，从失败中找寻经验，在失望时愈
加勇毅。数十年的风吹日晒，让他的皮肤变得黝黑，却未能
让他的坚持有丝毫动摇。靠着这份坚持，他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明知前方陡峭，偏要开路而往，用恒心培育出高产杂
交稻，让农民展笑颜，让人民露欣喜。

袁老是一个积极的乐活者。

与印象中的科学家不同，袁老更像一个朴实的老人。袁老爱
好广泛，乐于生活，袁老爱游泳，爱理发，爱打排球，爱拉
小提琴，富有情调。袁老养猫，希望猫儿长大，守护家旁的
水稻试验田。袁老爱打麻将，防止老年痴呆，想要多坚守岗
位几年。袁老心系水稻，心系工作，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
消除饥饿的人类的伟大事业中。

5月24日，在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中，在飘着点点细雨的长沙，
壮观的场面让我感慨袁老的贡献之大，更感动于袁老在老百
姓心中的位置！我想，袁老啊，您是去了天上，在比高梁还
高的稻穗下乘凉了；我们每个人都铭记“袁隆平”这个闪闪
发光的名字。

我还有万千思绪，此刻竟无法收笔，唯道一句：“袁老之风，
山高水长！”

袁隆平的故事读书心得篇五

20-年5月22日，是共和国历史上，举国悲痛的一日。下午13
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初次听到袁爷爷逝世的消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觉
得胸口下坠，似是被剜去了心一样，好像世间所有的文字，
都冲不破我内心的冰凉。

放学回家后，我急切地打开电脑查看，网上铺天盖地全是致
敬袁爷爷的信息，我也好想插上翅膀飞到长沙湘雅医院去悼
念袁爷爷！泪眼婆娑，那个让我们吃饱饭的人，就这样永远



地走了！袁爷爷再也没法像过去那样，笑眯眯地出现在满眼
金黄的稻田里，用地道的湖南话说出幽默机智的段子，自嘲
自己是有“有偶像包袱的90后”梗王。他朴素执拗得如同故
乡的父老，真诚幽默得就像身边的亲人。

子之梦，即是中华之梦。袁爷爷虽然已逝，可他的这些话，
如同稻米一般滋养着我们。我想，对袁爷爷最好的致敬，不
仅是把碗里的饭吃光光，还要传承他的梦想，练就一身本领，
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之人。

反思自己，生于蜜罐，成长于独生家庭，尽享了两辈人的偏
爱，却很少懂得感恩和付出。生活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学习上，粗心大意一知半解；思想上，不求上进得过且
过……扪心自问，这样的自己又该如何传承袁爷爷的梦想！

100多年前，詹天佑12岁就赴美留学，立志为早日富强祖国而
学习科学。我想，他们的心中，必然像袁爷爷一样存有坚定
的信仰；他们的身上，必然像袁爷爷一样存有拼搏的光芒！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袁爷爷，请您
放心，虽然您带着禾下乘凉梦去了远方，但您已经将奋斗
的“种子”留给了我们年轻一代。我们会传承您的梦想，勇
于奋进，继续前行！

袁隆平的故事读书心得篇六

高中毕业以后，报考哪一所大学呢？这个问题成了袁隆平全
家争论的焦点。当时，在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任科长
的父亲袁兴烈希望袁隆平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日后学成，走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9岁的袁隆平，已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想：第一，父亲
要自己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是希望自己能升官发财，光宗
耀祖。对此，袁隆平毫无兴趣。第二，想赴重庆求学。抗日



时期的“陪都文化”，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8个春秋的山城
生活，使他有着深厚的感情。第三，在小学阶段，一次参观
园艺场时，他对生气勃勃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春华秋
实的变化规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到这些，他直截了当
地对父母亲说：“还是让我报考农学院吧！”

善良的母亲讲出了自己的想法：“隆平，爸爸的意见你还要
认真考虑。当然最后还得由你自己作主！”颇具民主思想的
父亲，熟悉隆平的个性，既然儿子立志学农，他也不好再提
反对意见了。

袁隆平就这样义无返顾地报考并考取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的
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袁隆平的故事读书心得篇七

就像是做了一场梦，梦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去了稻香四溢的
另一个世界。

对于他的最初记忆，是在一次看电视节目，一位主持人眼含
热泪地跟我们讲，作为中国人，天地君亲师，你们可以忘记
和背叛，但谁都不能忘记袁隆平爷爷，谁也不能不尊敬袁隆
平爷爷。

听老人说，中国上世纪60年代，在大饥荒中去世了很多人。
我还听到身边很多人表达着对袁隆平爷爷的感谢，是他改变
了中国的“粮食命运”，让许多中国农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甚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种植粮食发生了改变。当听到袁爷爷
去世的噩耗传来，人们简直不敢相信，一遍又一遍地为袁爷
爷祈祷。

因为袁爷爷，中国人，不仅仅是不再饿肚子了，他们更加自
信，更加勇敢！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袁爷爷，他是国
家的英雄，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让不少国家免除饥饿的



人。

国士无双，当是袁隆平爷爷，我辈幸福，当忆袁隆平爷爷。
袁爷爷只是带着梦（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灌溉世界梦）的。
种子去了远方。

我作为中国人，感到自豪，我会永远铭记袁爷爷，沿着他前
进的道路走下去。有了袁爷爷的引领，我们会奋勇向前！

袁隆平的故事读书心得篇八

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
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看到老百姓因粮食不足而
深为饥饿所困时，他便悄悄埋下了消灭饥荒的梦想种子。袁
隆平院士曾言:“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
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1956
年，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几年时间便发现水
稻中有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并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
要途径。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正式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也拉开了袁隆平追
逐“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的序幕。

十年田垄勇突破，袁隆平院士的追梦路坎坷而持久。1973年，
他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
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1981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
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
5年后，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向两系
法，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且效率更高的方
向发展。经过9年努力，两系法获得成功，它保证了我国在杂
交水稻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1979年4月，杂交水稻国际
学术会议上，袁隆平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
种》，中国第一次将杂交水稻研究的成功经验传递给世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正处于艰难的探索时期，国际形势
紧张、国内科研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方、冲击、百姓们生活困



苦，但尽管形势如此严峻，袁隆平却坚守住了自己战斗的阵
地，一步一步的推动着我国杂交水稻研究事业迈向世界。

梦想之路无止境，2019年6月3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挂
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亲笔签名的“告示”，他给团队
定下了“三大新目标”：超高产冲刺、耐盐碱水稻及第三代
杂交水稻。而事实也证明袁老的辛苦研究并没有白费，就在
今年七月，衡南基地早稻高产攻关田进行了测产验收，测得
早稻平均亩产为619。06公斤。早稻加晚稻亩产1500公斤目标
达成！袁老终身奋斗的事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学习。

淡泊名利守初心，袁隆平院士的杰出贡献让我们肃然起敬，
国家也给予了至高荣誉但他的生活依旧朴实无华。他曾言
道“倘若对钱看得太重，被金钱蒙住了眼睛，就容易迷失自
我，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自私的人，人要是成
了金钱的奴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作为蜚声中外的大
科学家，袁隆平自然而然成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每年都要收到许多来信。有一次，他收到寄自上海的一位双
目失明的小朋友的来信，信中除了表达对他的崇敬以外，还
道出了这位小朋友对前途的迷茫和困惑。读着小朋友真挚的
来信，他也给出最真挚的建议与指点。他慷慨解囊支持教育
事业，却骑着摩托车去试验田，他喜欢呼吸田野的气息，喜
欢与稻田亲近。他，平实而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