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学演讲开场白(实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科学演讲开场白篇一

大家好!

我有很多发现，但是，我第一次发现了一个科学小常识，那
就是热气碰到冷气能变成水，水再遇到冷气的时候能结成冰。
我知道这个道理感到很兴奋!

今年的冬天出奇地冷，平均气温在零下20度左右。雪特别的
大，大暴雪像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雪白的棉被，它给孩子们带
来了欢乐，他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行人们都穿上了
厚厚的棉衣，因为天气太冷了。

尽管外面冰天雪地，但家里特别的暖和，我在看外面那雪白
的美景，突然发现窗户有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窗户上有一
层水雾，用手去摸水就往下流，我家有一扇窗户没关严，那
层水雾冰霜，我再细细的观察，过了一会儿，发现窗上形成
了一层花纹，我觉得特别的美丽，你看这是多么的神奇啊!

于是，我开始做试验。我先烧了一壶热水，小心翼翼地把水
壶放在窗台上，因为窗户有点儿漏风，所以不大一会儿就发
现窗户上有一层水雾。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冷气和热气碰
到一起就变成水了，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跑到了外面，大口大口的吹气，假如你戴了眼镜，镜片上
就会有一层雾，看不清东西。我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眉毛上
都结霜了，就像童话中的仙人，我知道了这个科学常识后感



到特别开心。决心以后要更加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科学知
识!

科学演讲开场白篇二

大家好！

科学的意思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
识体系，了解科学是要从生活中开始的。早上，一起来要去
洗脸刷牙，用的是我们人类最需要的水，水是最简单的氢氧
化合物，是无色无味、无臭的液体。水的作用不仅仅用在饮
用与洗漱上，近代，人们把水还用在发电以及抗旱灾上，如：
水力发电，水利工程等。洗完后，我们要做饭，做饭要用天
然气来做，天然气通常指产生于油田、煤田和沼泽地带的天
然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等，是埋藏在地下的古代生物经高
温、高压等作用形成的。它主要用作燃料和化工原料，天然
气要不科学的运用，就会发生泄漏，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
做饭吃饭一天三次，用天然气省时，快捷，方便。“酒”足
饭饱后，我会写作业，我写作业用的纸和笔，也是用科学手
段发明的，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用植物纤维制造的
纸在生活中使用广泛，像卫生纸、卡纸、本子纸等都是用纸
来制作的。笔是写字、画图的用具，制笔的材料随着科技的
发展在变化着，先是木质，后有用铁、钢、金、银、塑料制
成笔身，笔也有铅笔、钢笔、签字笔、圆珠笔等几种。种类。

天黑时，写作业就要用到电灯，电灯是世界发明大王爱迪生
发明的。在很久以前的人类，人们照明是用火把、蜡烛、煤
油灯的，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没有他以及
更多的科学家，没有他们的发明创造，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美
好生活。

事实证明，科学时时刻刻地融入在了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
仅要适应科学，还要应用科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
更美好！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演讲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科学演讲开场白篇三

大家早上好!

近两周来，我校部分青年教师参加了省市组织的教学比武并
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英语教研室陈蓓、张娟老师以荆州市第
一名的成绩代表我市参加全省英语课堂教学比武、创新演讲
比赛获得二等奖和一等奖;数学教研室甘玉梅老师参加全省数
学教师教学比武获得我市唯一的一个省一等奖;政治教研室张
龄老师获得全省政治教师教学比武一等奖。在周六举行的湘
鄂部分省级重点中学教学比武中我校历史教研室张君老师、
语文教研室肖蓁蓁老师、生物教研室王晓芳老师获得了一个
一等奖、两个二等奖。

让我们向以上获奖教师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我们还要向以
上获奖教师所在的教研室主任和全体教师表示热烈的祝贺，
正是这些教研室主任认真、扎实、有效、长期坚持抓青年教
师专业发展，正是全体教研室教师积极主动无私地支持，这
些青年教师才会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

这两周，我们共同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防控甲流。对于甲
型h1 n1流感，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甲流的传播非常快，易感人群面大，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

首先，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健康习惯，包括睡眠充足、吃有营
养的食物、多锻炼身体等等。特别要注意的是大家要尽力保
持教室的空气流通，经常打开门窗保持通风，下课后要经常



出来走动，呼吸新鲜空气，要重视体育课。

如果自己感觉不适，出现高烧、咳嗽或喉咙痛，应该自我隔
离，待在家中，不要来上学或者去其他人员密集的地方;要注
意休息，大量的喝水;咳嗽或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遮掩住
嘴和鼻子，用完后的纸巾应处理妥当;勤洗手，每次洗手都应
用肥皂彻底清洗，尤其咳嗽或打喷嚏后更应如此;并将自己的
症状告诉家人和朋友，尽量避免与他人接触。如果周围的同
学或亲人表现出身体不适、出现发烧和咳嗽症状的，要避免
与其密切接触，劝其就医。

高度重视甲流的防控是应该的，但不应该有些不必要的恐慌。
虽然各地对因患甲流、因注射疫苗而死亡的病例有些报道，
但相对于整个感染人群其比例并不是很高。每年因交通事故
死亡的人数有多大，我们暂且不谈，据统计，仅仅全世界因
在海边散步，每年被椰子树砸死的就有150多人。

同学们，防控交流不是别人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
们每个同学都应该认真了解相应的防控知识，增强自我保护
的意识和能力。同时，我们还要积极配合学校实施的每日晨
检制度、因病缺课的登记制度以及随访制度，对自己负责、
对他人负责。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做好防控，我们会顺利
的渡过难关。

我的讲评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科学演讲开场白篇四

大家好。

有幸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创作方面的经验我倍感荣幸和激动，
由衷的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和肯定。老实说，理工科出身的
我踏上文学之路被动的成分更多一些。自知才疏学浅，难望
专业人士之项背，所以今天不敢妄谈经验，只是说一说自己



惯有的写作思路和过程，和大家共勉。

我的写作过程，可以用四句话概况。

“勤思想”，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对于确定的文章主
题，我首先做的就是围绕主题就如何拟题、如何立意、选择
什么切入角度、运用什么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和
丰富而活跃的联想。我认为，这部分所占比重举足轻重。因
为思考是观察的深化，而联想是此时此地的观察与彼时彼地
观察的融会贯通。经过深思熟虑的构思，文章的大致框架基
本成型，下步着手的方向和重点就明确了。

“广借鉴”，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网络的发达为我们的
“抄”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也提高了我们“抄”的质量和速
度。我认为，对于同样搜索出来的东西，要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要有所取舍，有所创新。同时，在我们浏览、欣赏别
人作品的过程中，新的思路、新的灵感就会如涓涓细流悄然
而至；亦或如滔滔江水滚滚而来。

“心写就”，所谓“心血浇花花更红”。文字不仅是记录的
工具，更具传情达意的功能。它似一泊湖水，表面一平如镜，
内部却蕴含着很多特殊的情感交织。我认为，每篇文章都有
一个真实或虚幻的背景，只有真正融入自己的真实情感，用
心感受、用心写就，“字字皆传情、句句吐衷肠”，就一定
是一篇好的文章。雅安地震发生后，在铺天盖地的灾情报道
中，我被一个获救时仍紧紧抱着已去世孩子的妈妈深深感动，
写了《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谨以此文献给地震中失去亲人
的人》一文。我以主人公的身份，用心体会失去亲人的痛苦
与无奈，真切感受灾难的无情和人间的大爱，一边流泪一边
完成。我认为，这些用真心和鲜血浸润的文字一定可以引发
读者强烈的共鸣。

对于一些不愿直白地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事情，托物言志、
寄情于景就是最好的表现方法。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表达方式。



貌似花草树木等不相干的东西，都可以是我的一颦一笑、一
举一动。当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时重新翻阅，那些花间草尖
跳跃的喜怒哀乐、那些白雪厚土掩藏的酸甜苦辣，真个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

“多修改”，所谓“切磋琢磨美玉成”。文章不厌百回改，
反复推敲佳句来。我国文坛巨匠王安石、鲁迅等都有反复修
改的 故事 广为流传，说明文章修改的重要性。也有人
说“好文章不是写出了的，是改出来的”，我非常赞同。我
认为，初稿成型时，不要急于改动，因为经过思考、查找、
写作的过程，已出现审美疲劳，急于求成反而会事与愿违。
要束之高阁，待思想放松、精力充沛时再进行改动。改动时，
“自吟自颂”是最好的方法，“流利顺畅”是最好的效果。

当然，灵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妙想看似自然，实则曲折。
只有善于积累，勤于实践，才能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才能
让笔尖美丽的花朵在公司的锦绣画卷上绽放。

以上就是我的点滴做法与心得，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科学演讲开场白篇五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爱科学》。

首先，什么是“科学”呢？我问爸爸，爸爸说一年级的小学
生很难理解，科学就是反映事实真相的学说。

比如电灯为什么发亮？是电变成了光。人为什么会生病？是
感染了细菌等等。对这些现象的正确解释就属于科学的一部
分。



为什么要爱科学呢？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比如，有了信息科学，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上写“成长日志”
了，又如有了生物医药科学，奶奶骨折不能动，手术换了人
造关节，又可以走路了。

如何做到爱科学呢？爸爸说，关键是要保持我们好奇的天性，
做到勇于问“为什么？”比如人为什么会换牙，小草为什么
会长大，冬天为什么会很冷，天上为什么会有雨水等等。

总之，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更多的科学，让我们的生活变
得更美好。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科学演讲开场白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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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