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稻之父袁隆平演讲稿(通用5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水稻之父袁隆平演讲稿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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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们学校的小记者在老师的带领
下，来到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工作和生活的安江
农校采访。

安江农校坐落在雪峰山下，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我一踏进
校园，就被“勤奋务实、文明进取”的校训振憾了。学校里
古树参天、风景秀丽、果树成林。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袁爷爷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从西南农学
院毕业后就来到这所学校任教。当时，全国人民严重缺少粮
食，过着苦日子。他心里就有了一个愿望，希望大家不再少
吃饿肚子。从此，他废寝忘食，潜心研究，揭开了杂交水稻
研究的序幕。在他的组织和指导下，终于研究成功了杂交水
稻，解决了全世界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
巨大贡献。杂交水稻从地处物种变异天堂的安江农校发源并
走向了世界。

学校的老师还介绍说，现在为了让人记住袁爷爷的伟大发明
和贡献，准备建设“安江农校杂交水稻园”，建成后，将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师讲解完后，带领我们在学校里参观。阵阵凉风从身边拂
过，我想：袁爷爷为什么能从一名普通的教师成长为举世瞩



目的“杂交水稻之父”呢?我好奇地问身边的老师。老师沉思
片刻，告诉我：这或许是因为他勤奋务实，潜心进取，心想
人民吧，因为袁院士有个成功的公式就是：知识+汗水+灵感+
机遇=成功。

哦，我终于明白了，袁爷爷为了我们的吃饭问题，用自己的
知识，付出那么多的心血研制杂交水稻，真是伟大呀!

水稻之父袁隆平演讲稿篇二

教学要求：

1、能自己读懂课文，知道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2、理解课文中某些词语的意思。

3、能从课文中感受到袁隆平搞科学研究的奉献精神和合作精
神。

教学重点：了解袁隆平的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

教学难点 ：能从袁隆平的具体事迹谈自己的感受。

教具准备：小黑板。

教学时间：一课时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新课

二、进行新课

1、初读课文



2、小组讨论

3、讨论回答：

a、袁隆平为什么决心攻克“人工杂交水稻”这一世界难题？

b、袁隆平为了研究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

c、袁隆平的研究作出了怎样的巨大贡献？

4、回答问题。

5、给课文分段，并写段意。

三、总结

四、作业 

谈学后的体会

五、教学后记

水稻之父袁隆平演讲稿篇三

袁隆平院士是“杂交水稻之父”，他的“东方魔稻”，不知
道养活了世界上多少人。他前前后后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
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特等奖、未来科学大奖等诸多奖项，并且获得“改革先
锋”称号和“共和国勋章”等等。

这位“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一生都致力于“米”的研究，他
为国家和社会乃至世界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赢得了巨大的
声誉，按理说他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自家口袋装有多
少“米”都不为过，也不会遭人非议，可他的生活或者说是



他的生活态度却仅仅愿意停留在小康水平线上，“身价1008
亿，却独爱15元衬衫”，这让多少“聪明人”困惑和摇头！

细细想来，如果先生当初是为了“日进斗金”而搞科研的，
他就不可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田间地头忙碌，先生的身上有
着一种强大的信念在支撑，这种信念是孜孜追求人类文明、
科技进步的伟大精神，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
和无疆大爱，是反哺社会和人民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淡泊名利、艰苦奋斗”的诠释，这种信念注定超
越了任何物质财富！

“人不能只靠吃米而活着”，袁隆平先生解决了十几亿人口
的吃米问题已让举世惊叹，但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
更像一袋袋精神食粮，同样也营养、滋润着我们浮躁的心灵，
影响着这个社会！

袁隆平有句名言，“与大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更远”，
他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既是一名科学家，更
像是一位农民，于是他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泥，一衣水，
与大地贴的近，与百姓贴的近，更与实践贴的近，在贴近中，
有他的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中国14亿人民，
他在田野里看到了希望，实践到了真理，获得了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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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禾下乘凉梦，让作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
平在水稻研究之路上一走就是几十年。在成功培育了超级稻
和海水稻之后，袁隆平带领他的团队又开创了新的佳绩，他
们对在迪拜热带沙漠实验种植的水稻进行测产，亩产超过
了500公斤，这是全球首次在热带沙漠实验种植水稻取得成功。
这一成果将为沙漠地区提升粮食自给能力、保障全球粮食安
全和改善沙漠地区生态环境再添“中国贡献”。



水稻之父袁隆平演讲稿篇四

这是一篇写人的记叙文，记叙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自20
世纪60年代到1975年这十多年里，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十分
艰苦的条件下，成功培育杂交水稻的故事，表现袁隆平不计
个人得失，献身科学事业的伟大精神，表达了作者对袁隆平
的歌颂和崇敬之情。

教学中，有以下几个特点：

1、布置课前预习，初知文本内容。

这篇课文的篇幅很长，课前，我先布置学生通过略读、默读
课文的方法，先自学本课的生字新词，并从整体上把握课文
内容，了解了杂交水稻的重大意义和培育杂交水稻的百劫千
难，并为课文的四个部分添加了小标题。

2、搜集适当资料，了解人物形象。

教学时为了让学生熟悉这位被誉为“当代神农氏”的袁隆平，
知道他在科学事业上取得的杰出成绩，在导入新课时，我出
示了神农氏的资料，与袁隆平有关的资料和他在我国乃至国
际上获得各种奖项的图片，使学生对这位“水稻之父”有了
一定的了解，为后续的学习做了充分的铺垫。

3、抓住重点词句，体会人物精神。

“忧心忡忡”，“心急如焚”表现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当西方学者断言：“搞杂交水稻是对遗传学的无知”时，袁
隆平偏偏要啃这块“硬骨头”。用“偏偏”表现他迎难而上
的决心，“硬骨头”突出了这一任务的艰巨。

“他卷起裤腿，脚踩污泥，头顶烈日，手持放大镜，像大海



捞针似的在稻田里逐株逐穗地寻找。灼人的阳光晒黑了他的
皮肤，小刀似的稻叶刮得他脸上、手上、腿上发痒发痛;汗水
如注，一行行、一滴滴透过稻叶，滴进水中。”本句通过人
物的外貌、动作、细节的描写方法，比喻的修辞，表现了寻
找的困难，即这种试验的难度之大，体现袁隆平坚忍不拔的
精神。

“第一天，没找到”。“第二天，没找到”。“第三天，还
是没找到”体现时间漫长，表现袁隆平坚持不懈、克服困难
的精神。

“袁隆平和助手们跳进水沟，小心翼翼地把稻株连根带泥挖
出来”表现了科学家们对实验成果的珍爱和成功时的喜悦。

通过讨论，学生对袁隆平有了深入地了解，不但使学生认识
到这些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而且体会到了文章表达
的思想感情——袁隆平不计个人得失，献身科学事业的伟大
精神，以及作者对他的歌颂和崇敬之情，收到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

4、注重课文朗读，体会人物情感。

比如：“第一天，没找到……”，当学生反复有感情地读着
这些句子时，自然而然感受到袁隆平的献身精神，以及他为
了科学研究矢志不移、知难而上、敢于拼搏的奋斗精神。读
着这样的句子，学生本身也深受鼓舞，达到“情感的迁移”。
读的目的性明确，层次也十分明显，不是为了读而读。学生
的每一边朗读都有每一遍的收获，在朗读中，理解了课文、
体会了作者的情感。

通过教学，我觉得自己在引导学生多读多悟上存在着一些遗
撼——课堂上的读不够、也较单调。我们知道，引导学生自
主、合作、探究地学习，是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兴趣，
提高语文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本课中，科学精神的培养不



能脱离语言文字的学习，所以在教学过程学生的自读自悟不
容忽视。

水稻之父袁隆平演讲稿篇五

杂交水稻之父教学反思 西街小学 胡潇燕 这是一篇写人的记
叙文，记叙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自 20 世纪 60 年代 到
1975 年这十多年里，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
成功培育杂交 水稻的故事，表现袁隆平不计个人得失，献身
科学事业的伟大精神，表达了作 者对袁隆平的歌颂和崇敬之
情。

为了在“三段六环”模式下充分体现孩子们的自主能动性，
教学中从他的科 学精神入手，重点体会文章内容，我重点设
计了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哪些重 点词句体现出袁隆平的科
学精神? 重点一：“忧心忡忡”，“心急如焚”表现他的忧
国忧民的情怀。当西方 学者断言：“搞杂交水稻是对遗传学
的无知”时，袁隆平偏偏要啃这块“硬骨 头”。

用“偏偏”表现他迎难而上的决心， “硬骨头”突出了这一
任务的艰巨。) 重点二：“他卷起裤腿，脚踩污泥，头顶烈
日，手持放大镜，像大海捞针 似的在稻田里逐株逐穗地寻找。
灼人的阳光晒黑了他的皮肤，小刀似的稻叶刮 得他脸上、手
上、腿上发痒发痛;汗水如注，一行行、一滴滴透过稻叶，滴
进 水中。”本句通过人物的外貌、动作、细节的描写方法，
比喻的修辞，表现了 寻找的困难，即这种试验的难度之大，
体现袁隆平坚忍不拔的精神。

重点三：“第一天，没找到”。“第二天，没找到”。“第
三天，还是没 找到”体现时间漫长，表现袁隆平坚持不懈、
克服困难的精神。

重点四：“袁隆平和助手们跳进水沟，小心翼翼地把稻株连
根带泥挖出来” 表现了科学家们对实验成果的珍爱和成功时



的喜悦。

重点五：“像慈母似的抚摸着”。比喻句再现袁隆平当时兴
奋、喜悦、失 而复得的复杂心理。表现他对自己研究成果的
珍爱，对科学事业的热爱。

重点六

“不论晨曦初露，或是日落黄昏;不论晴空万里，或是阴雨霏
霏”， 时刻都能够体现他一丝不苟、对工作认真的态度，执
著，坚持不懈的精神。

通过讨论，学生对袁隆平有了深入地了解，收到了较好的教
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