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养蚕的科学小论文(大全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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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蚕的科学小论文篇一

大家好!

当你们看着可爱的动画片，玩着迷人的电脑游戏，坐上快速
的列车，接听着越洋电话的时候，……你可曾意识到科学的
力量，科学不仅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科
学就在我们身边。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科学不只为尖端技术服务，也越
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需要正处于青少
年时代的我们热爱科学，学习科学。参加科技“五小”比赛、
阅读科技书籍，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精密的机器人，不用
燃料的汽车，虚拟的足球赛，高科技信息的传送等等，一个
个生动有趣的现象，激起了我探索科学的愿望。我们每个人
都要学习科学，传播文明，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更要创造
新生活，如今，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可视电视、
电脑上网、心脏起搏器，已经不算新鲜了。从1901年发明的
真空吸尘器，到人造地球卫星、载人宇宙飞船，科技在不同
领域里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电子产业、通讯技术的日益普
及，纳米技术、超导材料的广泛应用，不久的一天，也许就
在你的餐桌上，会出现像太空青椒、人造牛排等生物工程食
品。学习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为了成为科学家，也是为了能
适应生活，更为了能成为新世纪的主人，担起新世纪，为国
家建设，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人工合成胰岛
素、断手再植、杂交水稻、爆炸原子弹和氢弹、发射人造卫
星和飞船等等，这些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大大缩短了我
国和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差距，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
了活力。爷爷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确如此，科
学为我们祖国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主席曾对青年说，世界是
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句话，饱含
了长辈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如果说长辈们用辛勤的劳动建
设了20世纪的祖国，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知识、以科学担起
新世纪的重担。

同学们，我们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学习科学，让我们从小
做起。我们要努力学好各种文化课，因为这是一切学习的基
础;同时，对各种适合我们小学生看的科普书籍、报刊，最好
在课余多阅读一些;还应该积极动手搞各种科学小实验、小制
作，写科学小论文等，培养对科学的兴趣。长此下去，我们
一定能够热爱科学，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

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无论是美国的挑战者号爆炸，还是全
球计算机病毒的升级，从来都不能阻止人类的科技进
步。“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脍炙人口的格言不知激励
了多少渴求知识的人。如今，让我们也用它来勉励自己，做
一个热爱科学的新一代，担起新世纪的重任，为我们祖国的
明天，谱写出更加辉煌的诗篇!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养蚕的科学小论文篇二

想必大家都知道雷达吧，雷达是在白天黑夜均能探测远距离
的目标，且不受雾、云和雨的阻挡，具有全天候、全天时的
特点，并有一定的穿透能力。而雷达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原
来是科学家们在蝙蝠身上得到了启示，模仿蝙蝠探路的方法，
发明出了雷达。



对此，科学家们做了三次不同的实验。第一次，科学家们在
一间屋子里横七竖八地挂了许多绳子，绳子上系着许多铃铛，
他们把蝙蝠的眼睛蒙上，让它在屋子里飞，蝙蝠飞了一会儿，
铃铛一个也没响，那么多铃铛，它一个都没有碰到。

后来两次，一次把蝙蝠的耳朵塞上，一次把蝙蝠的嘴封住，
让它在屋子里费，它就没头苍蝇一样乱窜，挂在绳子上的铃
铛响个不停。

三次实验告诉我们，蝙蝠飞行不是靠眼睛，而是靠嘴和耳朵
配合起来探路的，科学家反复研究，终于发现了蝙蝠飞行的
秘密，它一边飞，一边嘴里发出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叫做超
声波，人的耳朵是听不见的，蝙蝠却听得见，超音波像波浪
向前推进，遇到障碍物就反射回来，传到蝙蝠耳中，它就立
即改变飞行的方向，科学家根据蝙蝠的启示发明了雷达，雷
达的天线就像是蝙蝠的嘴，雷达发出的无线电波就像是蝙蝠
发出的超音波，雷达的荧光屏就像是蝙蝠的耳朵。有了雷达，
即使是黑夜也不用怕开飞机会太危险。

大自然的种.种生物真是人类的好老师啊!我爱大自然，我也
爱科学!

养蚕的科学小论文篇三

大家下午好！很荣幸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参加“致敬科学前
辈”的主题演讲。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致敬科学前辈，弘
扬科学精神”。

小时候我曾经崇拜过一为伟大的科学家，她就是居里夫人。
为了科学研究，她甘愿让酸碱侵蚀她柔美的双手，她甘愿让
烟气熏黑她洁白的额头，她曾经拿奖杯给孩子当玩具，也曾
经为了筹集经费而奔波募捐。她身上具有的顽强、坚定的品
质曾经深深打动了我。



如今，我长大了，我知道了更多优秀科学家的名字，袁隆平、
钱七虎、于敏、屠呦呦……我被他们的科学精神深深折服。
他们那神奇而辉煌的一生，似星星般耀眼的功勋，都让我们
无限敬仰；他们那求真求实，创新奉献的科学精神，更值得
我们学习！

是什么令科学家对科学探索如此痴迷？是为科学，为人类甘
愿付出一切的坚强意志和默默奉献的精神。居里夫人在那个
破木棚里，既是学者，也是苦工，她以惊的毅力，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忘我工作，从数吨的沥青油矿渣找到了新的元素
钋；从3吨铀矿渣中犹如大海捞针般的提纯出0.1克镭。为此
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与健康。居里夫人这种不畏艰难、不怕
困苦，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多么令人崇敬啊！

是什么令科学家流芳百世？是那一颗火热的爱国心。两弹元
勋王淦昌为了研制自己国家的原子弹、氢弹，放弃了许多名
利双收的好机会，从1961年到1978年，隐姓埋名了17年之久，
为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不分国籍，
可科学家们却有自己的国籍。许多中国科学家都曾在国外留
学，但最终他们还是回到了故土。因为他们的根在中国，情
系中国。他们的中国心让我们敬佩，让世人称赞，更让鲜艳
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伟大的科学家，我们向您致敬。你们的献身科学、奋力拼搏、
坚忍不拔、契而不舍、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精神，将引领
我们走向更加美好，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如今我们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向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致敬、学习？同学们，
让我们继承和弘扬他们身上的精神品质，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情，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的祖国增光添彩！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养蚕的科学小论文篇四

大家好！

扪心自问：你，开始准备了吗？

我要说生活本没有意义，而你自己要为自己的人生确定一个
意义 。而在大学你能做的就是用科学的学习健康的生活武装
自己来达到知识和人生阅历的双层提高。

古人云：水本无华，相荡乃成涟漪，木本无火，相激而成光
芒。科学的学习与健康的生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对大
学生而言健康生活是科学学习的前提和条件，只有拥有健康
的生活才能收获愉悦的身心，才能拥有骄人的体魄和充沛的
精神，才能在探求科学高峰，寻求科学学习的方法过程中保
持向上的状态：而相反，科学的学习又是健康生活的助推器，
只有不断地更新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逐渐丰富自己的文化
和涵养，才能更加健康快乐的学习、生活。完成从学校到社
会的转型。而这四年怎么过，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对待学习，如何对待生活。一个人应该实
实在在地生活才能让自己的梦想拥有一寸落脚的沙土，才能
给生命的轨迹留下几笔浓厚的色彩。此时的感觉，才是最真
的。

同学们，让我们在大学宛若诗章的年华中，学会科学学习，
健康生活吧，在坚持朴实 追求崇高的博雅中感受科学学习
健康生活吧，在上下求索的悸动中践行科学学习和健康生活
吧！去拥抱我们无悔的青春，保持永远的二十岁，谢谢大家！

养蚕的科学小论文篇五

当你们看着可爱的动画片，玩着迷人的电脑游戏，坐上快速
的列车，接听着越洋电话的时候，……你可曾意识到科学的
力量，科学不仅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科



学就在我们身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人工合成胰岛
素、断手再植、杂交水稻、爆炸原子弹和氢弹、发射人造卫
星和飞船等等，这些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大大缩短了我
国和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差距，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
了活力。邓小平爷爷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确如
此，科学为我们祖国的腾飞插上了翅膀。毛泽___曾对青年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句话，
饱含了长辈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如果说长辈们用辛勤的劳
动建设了20世纪的祖国，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知识、以科学
担起新世纪的重担。

同学们，我们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学习科学，让我们从小
做起。我们要努力学好各种文化课，因为这是一切学习的基
础；同时，对各种适合我们小学生看的科普书籍、报刊，在
课余多阅读一些；还应该积极动手搞各种科学小实验、小制
作，写科学小论文等，培养对科学的兴趣。长此下去，我们
一定能够热爱科学，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

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无论是美国的挑战者号爆炸，还是全
球计算机病毒的升级，从来都不能阻止人类的科技进
步。“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脍炙人口的格言不知激励
了多少渴求知识的人。如今，让我们也用它来勉励自己，做
一个热爱科学的新一代，担起新世纪的重任，为我们祖国的
明天，谱写出更加辉煌的诗篇！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科学，传播文明，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
更要创造另一个生活，如今，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加
快。学习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为了成为科学家，也是为了能
适应生活，更为了能成为新世纪的主人，为国家建设，为人
类文明做出贡献。邓小平爷爷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确如此，科学为我们祖国的插上了翅膀。毛泽___曾对青年
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



句话，饱含了长辈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如果说长辈们用辛
勤的劳动建设了20世纪的祖国，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知识、
以科学担起新世纪的重担。同学们，我们正处于成长发育阶
段，学习科学，让我们从小做起。我们要努力学好各种文化
课，因为这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同时，对各种适合我们小学
生看的科普书籍、报刊，在课余多阅读一些；还应该积极动
手搞各种科学小实验、小制作，写科学小论文等，培养对科
学的兴趣。长此下去，我们一定能够热爱科学，拥有丰富的
科学知识。

我们祖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我们能有今时今日的幸福
生活，全靠前人的努力耕耘。古有诗人赵翼：“李杜诗篇万
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
年”，现有毛主席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风流人物数当代，大好春光看今朝。我们要发愤图
强，为国争光，成为第二个“贝多芬”“爱迪生”，只要努
力，我相信，新一代“诺贝尔奖”一定会是我们中国人的囊
中之物。

美国前总统曾告诫过他的子民：“你们要问的不是你的国家
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无时无刻不
索取着祖国的资源，享受着祖国的福利，而只要我们做好自
己的那份职责，就是在爱祖国。爱国并不难，并非一定要为
国抛头颅，洒热血。从小事做起，更能体现我们对祖国的热
爱。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谢谢大家。

养蚕的科学小论文篇六

大家好！

在深秋彩叶飘逸的日子，应用物理与强激光技术专家杜祥琬
研究员来我校做“科学是美丽的”演讲，真是太难得了！



真的，科学于我是神秘的，深奥的，艰涩的，进行科学研究
工作会是枯燥的。听了杜院士的报告，我的心一下子开阔
了——科学就在身边，科学就在生活中。科学告诉我们宇宙
的现象和规律；科学揭示了我们人类是谁，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指导我们如何健康成长，如何健康生活；科学无所不
能，科学美丽无比！

听了杜祥琬院士的报告，我深知科学的魅力在于它能够从简
单的事物中发现复杂的奥妙，从复杂的事物中发现简单的规
律，从杂乱无章、形形色色的事物中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
科学之美在细节中，在宏大之中，在严密的逻辑和确凿的证
据之中，在广袤的空间和悠久的时间之中。有什么童话会比
生物的发育更美妙？有什么神话会比生物的进化更神奇？有
什么史诗会比宇宙的演化更宏伟呢？科学的美是真真切切的！

科学是美丽的，但美丽东西的获取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科学
探索需要睿智的头脑，更需要意志和勤奋。科学家是美丽的
创造者，他们在探索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用汗水和心智创造
了美！

面对我们的学业，就是要走向科学，走向科学的路是艰难的，
是需要刻苦的。害怕数学公式，厌烦记忆化学分子式，不求
深解物理难题，怎么走向科学呢？我们所学的各门基础知识，
就是为走向科学铺路，只有时刻努力拼搏，掌握丰富的基础
知识，才能为科学的研究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杜祥琬院士的
报告，警醒着我们，也激励着我们！

养蚕的科学小论文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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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蚕的科学小论文篇八

这是一方和谐的净土，这是一块人文的园地。人们常说教师
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说得一点没错，我们头顶蓝天脚踩
大地，无愧于心；我们倾心育人，无私奉献，做人民的好公
仆；我们和风细雨育桃李，我们用自己的热血丹心，铸就了
不朽的师魂。

当你走进我们十中，你会发现学校的每一位领导，每一位教
师都对教育事业执著追求，用七彩粉笔勾画出生命的轨迹，
用耕耘的汗水换来十中的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一所好的学校和他有一个好校长是分不开的，校长乃一校之
魂。 对于学校的发展，我校的领导有着自己独特而清晰的发
展思路。俗话说“观念一变天地新”，校长的视野有多远，
学校发展的路就有多远；视野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为
了适应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新时代的要求，我们校长以自身的
实际，进行改革，实现了学校管理规范化、教育教学科研化，
造就了一代代新人。

学校领导能用欣赏的眼光去赏识教师，懂得去欣赏教师的优
点，并慷慨地从小事情去赞美教师；尊重教师，相信每一位
教师都是优秀的。把每位教师的教学特点，工作态度，先进
事例，为人处世的闪光之处记录下来，让他们的感人事迹，
人格魅力来激励老师们，让老师们以他们为榜样，在工作中，
生活中时时鞭策自己。

学校领导还从工作上关注教师专业成长，以服务为理念。坚
信优秀教师不是靠制度约束出来的。为建设学习型学校，把
学习当作一种神圣的境界，向实践学习，向老师学习，向学
生学习，让教师做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

为了让全体教师动起来，从根源抓起：从教师学习的思想抓
起。首先要让全体教师动起来。怎样动？从抓教师的学习开



始，净化教师的心灵，陶冶教师的情操。让教师有事可做，
有事想做，有时必做。在这学期开学初，学校领导更是大胆
的实行了“教师教案、反思公开化”让每一位教师都积极为
校刊投稿，正真的做到了教师时时刻刻有事做，时时刻刻有
事想，每位教师精心经营的校刊都是教师们成长的记录，更
成了教师们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拓宽了交流范围。

学习是实践的前提，实践是学习的目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鲜
明的实践特征，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深化认识、增长才干、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务实是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基础，
空谈误事，实干兴业。学以致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务
必要提高抓住课堂的45分钟，组织老师们集体备课，共同研
究；每星期二语文教师星期三英语数学老师会通过光盘听名
师讲课，学习好的教学方法，常有新的教学理念；为了学到
更新的东西，学校每年要组织教师外出听课，每次听课老师
们都会满载而归，受益非且。学校在每年的开学初都有进行
推门听课，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位教师扎扎实实上好每堂课，
每学期还要组织教研组听评课，给了每位教师共勉促进的机
会。

沿着近十年的教坛之路走来，我也曾有年轻气盛的躁动、有
浅尝甘霖的欣喜、有屡遭挫折的痛楚，也有不眠不休的焦虑。
从作为一种职业，到把教师当作一种理想与事业的追求，一
种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方式，其间的过程，苦乐自知。是
孩子们清纯的眼眸给了我力量，是领导关切的话语给了我力
量，是同事们的微笑给了我鼓励，是家长的信任给了我们信
心。让我们勇敢的去战胜一切困难，去体验教育生命的真谛。
我想，作为一种职业，教育，最能够吸引我们的，莫过于在
我们伴随孩子们共同经历的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生命历程中，
我们同样也体验着成长的艰辛与欢乐，真正体会到教师是光
荣的、教书是严肃的、讲台是神圣的。就让我们继续为打
造“高素质、有特色”的片区教育模式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为早日把**建成文化教育大市而挥洒无悔的激情！



养蚕的科学小论文篇九

大家好！

今天我们演讲的题目是：《热爱科学 放飞梦想》。

20xx年10月17日7时30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神舟十
一号飞船成功发射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随着一声
剧烈的声响，中国人的第十一个神舟飞船顺利升空了！实现
了飞船与空间舱的交会对接，完成了发射长期在轨运行、长
期载人飞行的空间站。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探索试验即将
进入新阶段，向世界航天强国又迈进了崭新的一步！

多么鼓舞人心的时刻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
突飞猛进，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爆炸原子弹和氢弹、
发射人造卫星和飞船等等，这些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为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

而且，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科学不只为尖端技术服务，
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精密的机器人，
不用燃料的汽车，虚拟的足球赛，高科技信息的传送等等，
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现象，激起了我们探索科学的愿望。如今，
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可视电视、电脑上网、心脏
起搏器，已经不算新鲜了。从1901年发明的真空吸尘器，到
人造地球卫星、载人宇宙飞船，科技在不同领域里显示出了
强大的力量。电子产业、通讯技术的日益普及，纳米技术、
超导材料的广泛应用，不久的一天，也许就在你的餐桌上，
会出现像太空青椒、人造牛排等生物工程食品。

所以我们学习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为了成为科学家，也是为
了能适应生活，更为了能成为新世纪的主人，担起新世纪，
为国家建设，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同学们，我们正处于学习成长阶段，学习科学，让我们从小



做起。我们要努力学好各种文化课，因为这是一切学习的基
础；同时，对各种适合我们小学生看的科普书籍、报刊，最
好在课余多阅读一些；还应该积极动手搞各种科学小实验、
小制作，写科学小论文等，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在平时的生
活中，我们还要积极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经常去科技馆
等场所去丰富我们的科学知识，提高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
拓宽知识面。长此下去，我们一定能够热爱科学，拥有丰富
的科学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脍炙人口的格言不知激励了多
少渴求知识的人。如今，让我们也用它来勉励自己，做一个
热爱科学的新一代，担起新世纪的重任，其实科学这个东西
加以利用，就会成为中国最强而有力的铁的臂膀，成为中国
最为坚强的后盾。让我们一起热爱科学，放飞梦想，为我们
祖国的明天，谱写出更加辉煌的诗篇！

养蚕的科学小论文篇十

大家好!

科学，一个家喻户晓的词。科学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比如：
人为什么会走?自行车为什么能前进?电脑为什么会运作?等等。
许许多多的科学两我们人类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今
后科技发达了，外星人会不会光领地球?地球·会不会灭绝?
有没有人到别的星球去?今天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树有年轮
呢?树的年轮记录着树的年龄。没轮一年，厚度不一，甚至连
树一年中的生长速度都在年轮上留下痕迹。光亮的线条表示
多雨的季节时迅速而旺盛的生长，黑暗的线条则表示夏季缓
慢的生长。科学家们把树的年轮当做过去年代的气象图使用。

宽的年轮搞诉人们当时生长条件优越—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
窄的年轮标志那一年是个旱年。中心部分的窄年轮可以说明
其他树遮住了他，夺走了阳光和水分一棵倾斜的树。可能是
受到竞争树根的推挤而不能直立生长，但他在另一侧却长出



更多的本质以防止倾倒。这样在年轮的宽度上有所表示。如
果树在某年森林中受到损伤，年轮将显示出他后来生长是如
何绕过这一道伤痕。

科学就像是一个比宇宙大好多万倍的海洋，我们就像是一些
鱼，虽然今天自由自在地游着，可是明天小里就没有了氧气，
必须换一个地方，这样换来换去，这个海洋就会被我们污染
了，到了这时候，就要寻找另一片海洋了。这也就是我们说
寻找地新科学，只有不断更新，才会有更美好的新生活。

我们要勇于尝试，创新，推翻前人的话，结论，最终才能的
成果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