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手抄报字(优质8篇)
公益项目多样化，包括资助贫困学生、捐赠救灾物资、志愿
者服务等。如何建立更加公正和透明的公益机构和运营体系，
增强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信任度。请大家阅读一下这些公益总
结，了解公益活动对个人和社会的贡献。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手抄报字篇一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要用到事迹的地方还是
很多的，事迹可以很好地体现和宣扬特定的时代精神。那么
你真正懂得怎么写好事迹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先进个人事迹素材，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
够喜欢。

袁隆平一生扎根在稻田之间，实现了千百年来人民心中最朴
素的愿望，攻克了曾经绊倒半个地球的难题，让上亿人口摆
脱饥饿。袁老如同夜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星，照亮了后来者继
续前行的路，他给世人留下的不仅是丰富的食粮，还有无尽
的精神财富。

我们纪念袁隆平，是缅怀他仰望星空的精神。袁老的两个梦
想耳熟能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梦想试验田的水稻像
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另一个
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保障国家和世界的粮食安全。

耄耋之年，袁隆平又提出研发“海水稻”的宏大构想。袁老
说，“海水稻”研发成功以后，在我国内陆和咸水湖周边进
行产业化推广潜力巨大，如果可以推广两亿亩，亩
产200—300公斤计算，可增产粮食500亿公斤，多养活约两亿
人!

梦想总是属于敢想敢为的先行者——2020年，袁隆平团队在



十地启动“海水稻”万亩种植示范，10万亩“海水稻”平均
亩产稳定超过400公斤。中国人再次牢牢端稳了饭碗!

我们纪念袁隆平，是缅怀他脚踏实地的品格。袁隆平一生致
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长期奋战在农业第
一线，把自己在一生浸润在稻田里。他坚信：“电脑里长不
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
田。”他立下收徒“土味门规”——“你下不下田?你不下田
我就不带!”

与大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更远。袁隆平曾说：“我会鼓
起勇气继续干下去，从‘90后’一直搞到‘百零后’”。隐
没于乡间水田的袁老，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禾下乘凉
梦”和“覆盖全球梦”奔忙，还在努力带给中国和世界惊喜。
多一些脚踏实地的科学家，多一些锲而不舍的追梦者，中国
的广袤大地上，就会孕育出更多希望。

我们纪念袁隆平，是对英雄的呼唤和尊重。国士无双，袁隆
平是一位真正的国民英雄，在他的心里，国家利益重，科学
事业重，名利却最轻。“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特等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奖、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世人也给了袁隆平的荣誉和礼赞。

时代需要榜样，时代呼唤英雄。英雄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引
领时代的方向，他们的.精神影响着后来人，是为祖国乃至全
人类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展现出的精神是一个时代的
音。我们看到，在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的今天，人们也越来
越注重精神的追求和内心的富足。全社会对抗疫英雄的爱戴，
对航空专家的敬仰，从国家层面对袁隆平、钟南山一个个国
民英雄的崇高礼遇，也在向社会昭示：人生价值的实现，靠
的是坚定正确的人生方向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精神。

我们纪念袁隆平，也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一次反思。你我
都是芸芸众生中一个渺小的存在，我们大多不会成为袁隆平



那样的国民英雄，甚至我们也成不了整天操心经济走势的商
业大佬，也不是时时关心国家大事的政界领导，但我们每个
奋斗的个体，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我们可以像袁隆平那
样，做一个对自己有要求，坚定目标就能够坚持下去的人。
那么我们便是自己的英雄——愿你我既能做那个为英雄鼓掌
的人，也能成为那个被鼓掌的人。

最后借用钟南山团队的悼文，向袁老致敬，也向每一个坚持
梦想的人致敬：感念我们在这个时空相遇的每分每秒，我们
的星空因为有了每个不同的你而璀璨。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手抄报字篇二

“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
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
凉……”这是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的禾下
乘凉梦。作为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家之一，袁隆平的事
迹，的确值得我们重温、回忆。再回首时，我们更应明确这
样的一个事实：没有袁隆平，我们的生活肯定没有现在这样
的美好。

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老一辈的人，谈起袁隆平，无
不是满怀感激之情。“真正重新吃饱饭，还是靠了袁隆
平。”在许多老人家们朴实的话语里，袁隆平是何等的伟大。
袁隆平十余年的杂交水稻试验，最终成功培育出的水稻种子，
让收获的粮食真正实现翻倍增长。正如报载：“中国有九亿
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尽管没有任
何准确的依据，但笔者相信，没有谁会质疑这句话的真实性。

有史可查，从1964年开始，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实
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
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
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



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
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据不完全统计，袁隆平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若
干奖励，而国际荣誉也高达15项，国际友人称之为中国
的“第五大贡献”。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
评价：“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
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
类带来了福音。”

也正因为袁隆平试验成功并推广的杂交水稻，实实在在解决
了全国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无以计数的人们都尊称他
为“人民科学家”。面对桂冠和荣誉，袁隆平仍很淡定，他
说，“‘人民科学家’谈不上，我只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如
果要说什么家，我觉得农学家最合适。”他辞去了众多的头
衔和兼职，梦魂萦绕的只有杂交稻。他只有两个心愿：一是把
“超级杂交稻”合成;二是让杂交稻走向世界。

面对困难不气馁不放弃，面对荣誉不骄不躁，年过古稀仍在
放飞梦想，“杂交水稻之父”感动了你我，感动了中国，也
感动了世界。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手抄报字篇三

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袁隆平特别喜爱游
泳，便向体育老师报名，要求参加预选。老师朝他打量一番
后，摇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够，不行！”他心里
不服气，心想：自己从8岁开始，在随父母逃难的途中，就是
走水路来重庆的，一天不小心，在船上被四弟隆德推下了水，
险些被淹死，幸亏被一位老船工救上船来，才保住了性命。
从此自己下决心要学会游泳，今后能遇难救人。9岁逃难到了
重庆，每到夏天，放学回家后自己就要去长江边的“龙门



浩”戏水。渐渐地，他掌握了熟练的游泳技术，甚至可以搏
击嘉陵江和横渡长江了。因此，他很想在正式比赛的场合去
试一试。

预赛的那天早晨，由周老师带队，10多个初选上的同学每人
骑一辆自行车，奔向比赛的游泳场，袁隆平也偷偷地跳上最
后一位同学的自行车后架上同行。待到达预赛场地时，周老
师发现了他，便笑着对他说：你既然来了，也就试试看吧！
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他竟在汉口的预选赛中获得100米
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接下来，
袁隆平又夺得了湖北省男子自由泳第二名。回母校时，袁隆
平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把他抬起来，使劲地往上
抛了多次。

这件事给予袁隆平很多启迪：凡符合实际的“不服气”思想，
不一定是消极因素，有时可以变成积极因素。正是这种“不
服气”的思想，催他积极进取，克服困难，努力拼搏，去争
取胜利。也正是这种“不服气”的思想，在他科研实验中遇
到更大困难时，总是给他精神力量，促使他不断克服困难，
不断攀登高峰！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手抄报字篇四

一、课程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人物通讯的特点。

2、帮助学生熟悉略读的方法。

3、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活，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

二、教学策略：点拨法、问答法



三、重点难点：

1、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熟悉并掌握略读的方法。

2、难点培养学生严谨认真和追求真理的科学观，用科学的态
度亲近自然、理解社会。

教 学 活 动

一、导入课文

1.师：我国有句古话，叫作“民以食为天”，离开了粮食，
也就没有了我们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那么，为我们解决吃饭
问题的人，得到大家的尊敬与关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了。袁隆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为了杂交水稻的增
产增收，他耗费了大半生心血，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真正理
解一个大写的“人”字的含义。

2.介绍袁隆平的生平及成就。

二、阅读课文，分析文章结构

1.让学生阅读课文，划分段落并归纳段意。

思考回答：文章用事实说话，报道了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
对中国和世界的卓越贡献，赞颂了他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
矢志不移的科学精神。

三、略读训练

1.给学生讲授略读技巧(见参考资料)。

2.让学生在限定的时间里集中注意力默读完课文。要求：

整体把握阅读材料，捕捉关键信息;



找出文中的典型事例;

理解细节描写和运用数据的作用;

理解课文所着力表现的袁隆平的科学

精神和卓越贡献。

板书设计

1 分析结构，把握大意

第一部分(1—3自然段)，袁隆平简介。

第二部分(从\\\'50年代末”到“袁隆平为此深深思索和不安
了”)，写激发袁隆平科学研究的一件事。

第三部分(从“袁隆平回到学校”到“仍然矢志不移地搞他的
科学试验”)，写袁隆干确定研究课题和初步展开研究。

第四部分(从“1964年袁隆平迈出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步”到
“原来他发现那里面有几棵秧苗”)，写“”期间袁隆平的不
寻常遭遇。

第五部分(从“在党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大力协作下”到“每亩
增产八十四公斤”)， 写袁隆平科学研究的成功。

第六部分(从“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到结尾)，写袁隆平
科学研究的世界影 响。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2

教学执行时间：2005年10月19日

一、课程目标：1引导学生了解人物通讯的特点。



2帮助学生熟悉略读的方法。

3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活，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二、教学策略：点拨法、问答法

三、重点难点：1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熟悉并掌握略读的方
法。

2难点培养学生严谨认真和追求真理的科学观，用科学的态度
亲近自然、理解社会。

教 学 活 动

一、分析本文写作特点，

1.师：本文选取了一系列典型的事例来表现人物形象。如袁
隆平在得知农民取好稻种的不易时，开始思考“怎样才能使
人们不挨饿”的问题，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随后，
经过严谨的思考，他提出关于杂交水稻这一重大课题的科学
设想，又不畏冷言，披挂上阵，毫不动摇，显示了创造的才
能和执着的精神。请在文中找出其他事例，分析它们传达了
什么信息。

生：在“”中不寻常的遭遇，充分地展示了他不畏任何艰难
困苦的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在他功成名就之后，又“带领
人马投入到再越优势关和攻克制种关的战斗”，展现了袁隆
平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不息的奋斗精神。

2.师：全文还有多处细节描写，加强了这 篇人物通讯的思想
性和艺术性，为文章增色不少。请在文中找出一二，并加以
分析。

生：如写“”中，袁隆平“守护秧田”和“奋身跳井”的细



节，勾勒了一个遭受苦难而又执着追求理想、充满献身精神
的科学家形象，令人难以忘怀。

3.师：数字是构成新闻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人物
通讯中，准确的数据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感人，使事实更
具说服力。文中在说明奉隆平的杂交水稻对中国和世界的贡
献时，就多处运用了数字，这些数字有利地说明了杂交水稻
的优越性，从而突出了袁隆平的卓越贡献。

二、课堂讨论：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生活组织课堂讨论：用科
学的态度对待生活。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前段时间全国人民抗击
“非典”的实际情况，讲讲他们身边发生的故事。可以是正
面的事迹，也可以是反面的例证，鼓励学生从多个角度谈谈
科学的重要性，应该怎样利用科学为我所用的问题。只要学
生的发言能言而有证，能自圆其说就可以了。

本课教学，关键在于使学生熟悉并掌握略读法，锻炼学生的
略读能力，对今后学的开展及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都是极
有帮助的。

子。对于这篇课文而言，可以点拔学生找出“50年代
末”、“从1964年起”、“”、“袁隆平为之奋斗九年的希
望终于实现了”和“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还一猛之势冲
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些词句，从而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握文章大意。有跳读法，即告诉学生对于那些文章详写的
细节段落，可以先跳过不读，待读完整课文后，视情况需要，
再决定是否重读(包括细读和略读)，这样也能保证节‘约时
间有的放矢地进行阅读。

课后体会 本课教学，关键在于使学生熟悉并掌握略读法，锻
炼学生的略读能力，对今后学的开展及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
都是极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