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华罗庚演讲稿(模板6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
合发表的讲话文稿。那么你知道演讲稿如何写吗？下面小编
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
与学习有所帮助。

华罗庚演讲稿篇一

“那边可能有好玩的.，我们过去看看好吗？”

邻居家的孩子回答道：“好吧，但只能呆一会儿，我有点害
怕。”

胆大的华罗庚笑着说：“不用怕，世间是没有鬼的。”说完，
他首先向荒坟跑去。

华罗庚很不甘心地说道：“能否想出一种办法来计算一下
呢？”

华罗庚不顾邻家孩子的嘲笑，坚定地说：“以后我一定能想
出办法来的。”

当然，计算出这些石人、石马的重量，对于后来果真成为数
学家的华罗庚来讲，根本不在话下。

金坛县城东青龙山上有座庙，每年都要在那里举行庙会。少
年华罗庚是个喜爱凑热闹的人，凡是有热闹的地方都少不了
他。有一年华罗庚也同大人们一起赶庙会，一个热闹场面吸
引了他，只见一匹高头大马从青龙山向城里走来，马上坐着
头插羽毛、身穿花袍的“菩萨”。每到之处，路上的老百姓
纳头便拜，非常虔诚。拜后，他们向“菩萨”身前的小罐里
投入钱，就可以问神问卦，求医求子了。



“孩子，你为什么不拜，这菩萨可灵了。”

“菩萨真有那么灵吗？”华罗庚问道。

“菩萨真的万能吗？”这个问题在华罗庚心中盘旋着。他不
相信一尊泥菩萨真能救苦救难。

庙会散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都回家了。而华罗庚却远远地跟
踪着“菩萨”。看到“菩萨”进了青龙山庙里，小华罗庚急
忙跑过去，趴在门缝向里面看。只见“菩萨”能动了，他从
马上下来，脱去身上的花衣服，又顺手抹去脸上的妆束。门
外的华庚惊呆了，原来百姓们顶礼膜拜的“菩萨”竟是一村
民装扮的。

华罗庚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疑团，他将“菩萨”骗人的事告诉
了村子里的每个人，人们终于恍然大悟了。从此，人们都对
这个孩子刮目相看，再也无人喊他“罗呆子”了。

华罗庚演讲稿篇二

这个寒假，我读了《华罗庚传》这本名人传记，这本书让我
受益匪浅。

华罗庚这个名字，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家喻户晓的。特别是
在数学界中，更是威名远扬。他是位影响了世界的数学家，
他的成就遍及数学的很多重要领域。但是在成功的背后，华
罗庚所付出的艰辛，却不是人人都知道的。

1910年11月12日，在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中，华罗庚诞生在了
金坛一户人家的箩筐中。华罗庚生平一共遇到过三次劫难。
第一次发生在他的少年时代，因为他看书经常入迷，所以误
了家里的事，华罗庚的父亲就打算把华罗庚的书全烧了，幸
得华罗庚的母亲出面相劝，才没使华罗庚失去自学的机会。



第二、三次的劫难分别发生在解放战争和十年动乱时期，华
罗庚在这两次劫难中险些丧命。

我们现在处处享受着祖国的温暖，个人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但是爱国的情感已从我们心中淡去。没错，我们是比以前富
裕了，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这是
我们的先辈们付出了生命、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如果没有祖
国的强大后盾，哪里来我们生活的安逸?我们应该在任何时候
都要象华罗庚一样，永远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的荣誉，为祖
国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们应该以祖国为傲，祖国也将以我们为荣。我相信，不管
在战争时期还是现在的和平时期，只要每个人心中都有祖国，
那祖国就是坚不可摧的。

华罗庚演讲稿篇三

1、独立思考本事，对于从事科学研究或其他任何工作，都是
十分必要的。在历史上，任何科学上的重大发明创造，都是
由于发明者充分发挥了这种独创精神。

2、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不可能靠运气来创造发明，对一
个问题的本质不了解，就是碰上机会也是枉然。入宝山而空
手回，原因在此。

3、凡是较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毫无例外地都是利用时间的
能手，也都是决心在很多时间中投入很多劳动的人。

4、我们最好把自我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续，是此刻共同
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科
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完美。

5、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



6、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出
更大的成绩来。

7、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8、任何一个人，都要必须养成自学的习惯，即使是今日在学
校的学生，也要养成自学的习惯，因为迟早总要离开学校的！
自学，就是一种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本事。行路，还是要
靠行路人自我。

9、天才是不足恃的，聪明是不可靠的，要想顺手拣来的伟大
科学发明是不可想象的。

10、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
仅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仅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
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

11、在寻求真理的长河中，唯有学习，不断地学习，勤奋地
学习，有创造性地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

12、日累月积见功勋，山穷水尽惜寸阴。

13、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惟有长期的积聚才
能由点滴汇成大海。

14、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能够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
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
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
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15、应对悬崖峭壁，一百年也看不出一条缝来，但用斧凿，
得进一寸进一寸，得进一尺进一尺，不断积累，飞跃必来，
突破随之。



16、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促的，如果我们要把短短的生
活过程使用得更有效力，我们最好是把自我的生命看成是前
人生命的延续，是此刻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后人生
命的开端。

17、学习和研究好比爬梯子，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企图一
脚跨上四五步，平地登天，那就必须会摔跤了。

18、我想，人有两个肩膀，应当同时发挥作用，我要用一个
肩挑着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和科学工具送到工人师
傅手里；另一个肩膀能够作人梯，让青年们踏着攀登科学的
更高一层山峰。

华罗庚演讲稿篇四

2、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3、难”也是如此，应对悬崖峭壁，年也看不见一条缝来，但
用斧凿，能进一寸进一寸，得进一尺进一尺，不断积累，飞
跃必来，突破随之。

4、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仅
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仅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
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

5、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6、树老怕空，人老怕松。戒空戒松，从严以终。

7、在寻求真理的长河中，唯有学习，不断地学习，勤奋地学
习，有创造性地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

8、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能够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的
发展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能



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
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9、人家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家，莫记心头。

10、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能够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
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
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
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11、学习和研究好比爬梯子，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企图一
脚跨上四五步，平地登天，那就必须会摔跤了。

12、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13、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

15、我想，人有两个肩膀，应当同时发挥作用，我要用一个
肩挑着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和科学工具送到工人师
傅手里；另一个肩膀能够作人梯，让青年们踏着攀登科学的
更高一层山峰。

16、任何一个人，都要必须养成自学的习惯，即使是今日在
学校的学生，也要养成自学的习惯，因为迟早总要离开学校
的！自学，就是一种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本事。行路，还
是要靠行路人自我。

17、“难”也是如此，应对悬崖峭壁，一百年也看不出一条
缝来，但用斧凿，能进一寸进一寸，得进一尺进一尺，不断
积累，飞跃必来，突破随之。

18、人家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家，莫记心上。

19、科学的灵感，决不是坐等能够等来的。如果说，科学上



的发现有什麽偶然的机遇的话，那麽这种“偶然的机遇”只
能给那些学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
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20、凡是较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毫无例外地都是利用时间
的能手，也都是决心在很多时间中投入很多劳动的人。

21、我们最好把自我的生命看作前人生命的延续，是此刻共
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
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完美。

22、抓住自我最有兴趣的东西，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
学……

23、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所谓天才，实际上
是依靠学习。

24、钻研然而知不足，虚心是从知不足而来的。虚伪的谦虚，
仅能博得庸俗的掌声，而不能求得真正的提高。

25、天才是不足恃的，聪明是不可靠的，要想顺手拣来的伟
大科学发明是不可想象的。

26、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
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

27、人做了书的奴隶，便把活人带死了。……把书作为人的
工具，则书本上的知识便活了。有了生命力了。

28、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

29、自学，不怕起点低，就怕不到底。

30、独立思考本事，对于从事科学研究或其他任何工作，都
是十分必要的。在历史上，任何科学上的重大发明创造，都



是由于发明者充分发挥了这种独创精神。

31、早发表，晚评价。

32、努力在我，评价在人。

33、我能取得一些成就，全靠我的教师栽培

34、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

35、人家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家，莫记心上。

36、在寻求真理的长征中，惟有学习，不断地学习，勤奋地
学习，有创造性地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

37、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惟有长期的积聚才
能由点滴汇成大海。

38、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

39、在寻求真理的长征中，唯有学习，不断地学习，勤奋地
学习，有创造性地学习，才能越重山，跨峻岭。

40、所谓天才，实际上是依靠学习。

41、我们最好把自我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续，是此刻共
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
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完美。

42、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

43、勤能补拙是良训，一份辛苦一份才。

44、应对悬崖峭壁，一百年也看不出一条缝来，但用斧凿，
得进一寸进一寸，得进一尺进一尺，不断积累，飞跃必来，



突破随之。

45、锦城虽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归
去来兮。

46、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

47、没有雄心壮志的人，他们的生活缺乏伟大的功力，自然
不能盼望他们会有杰出的成就。

48、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归去
来兮。

49、读书要从薄到厚，在从厚到薄。

50、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不可能靠运气来创造发明，对
一个问题的本质不了解，就是碰上机会也是枉然。入宝山而
空手回，原因在此。

51、要循序渐进！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52、天才是不足恃的，聪明是不可靠的，要想顺手拣来的伟
大拉学发明是不可想象的。

53、人做了书的奴隶，便把活人带死了……把书作为人的工
具，则书本上的知识便活了，有了生命力了。

54、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促的，如果我们要把短短的生
活过程使用得更有效力，我们最好是把自我的生命看成是前
人生命的延续，是此刻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后人生
命的开端。

55、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会做
出更大的成绩来。



56、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忙；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
点。

华罗庚演讲稿篇五

华罗庚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善于统筹时间有着很大的关
系。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关于华罗庚的小故事，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华罗庚的数学作业，经常有涂改的痕迹，很不整洁，老师开
始时非常不满意。后来经过仔细辨别，老师发现华罗庚是在
不断改进和简化自己的解题方法。

华罗庚在中学读书时，曾对传统的珠算方法进行了认真思考。
他经过分析认为：珠算的加减法难以再简化，但乘法还可以
简化。乘法传统打法是"留头法"或"留尾法"，即先将乘法打
上算盘，再用被乘数去乘;每用乘数的一位数乘被乘数，则在
乘数中将该位数去掉;将乘数用完了，即得最后答案。华罗庚
觉得：何不干脆将每次乘出的答数逐次加到算盘上去呢?这样
就省掉了乘数打上算盘的时间例如：28x6，先在算盘上打
上2x6=12，再退一位，加上8x6=48，立即得168，只用两步就
能得出结果。对于除法，也可以同样化为逐步相减来做节省
的时间就更多的。凭着这一点改进，再加上他擅长心算，华
罗庚在当时上海的珠算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华罗庚1931年去清华大学工作后，每年寒暑假都会回乡，总
要登门看望他的老师韩大受、王维克、李月波等以及他的同
学、朋友。

华罗庚对他的母校与家乡怀有深深的感情。他常说：“我的
最高学历就是金坛初中毕业。”这句话包含着多少对母校与
老师的怀念与感谢呀!

正是这种尊师重教的优良品质和对数学坚韧不拔的追求与迷



恋，才使他有了今天的伟大成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学
界的巨星，为伟大的民族增光添彩。

华罗庚的勤奋是出了名的，华罗庚勤奋的故事也有很多。在
他小的时候，因为家境不好，于是初中毕业因交不起学费便
辍学在家。辍学后的他对数学格外热爱，五年之内，自学成
才，他将高中到大学的基本数学课程都学会了。可是学习资
料太少，在他手里只有一本关于几何和关于代数的书，另有
从老师那里借来的微积分。

华罗庚勤奋的样子

在辍学期间，他一边在父亲的杂货铺里帮忙打理，一边在空
余时间学习数学，甚至到了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可见他对
数学的痴迷。白天，他在店里帮助父亲招呼客人，顾客来了
便招待一下。顾客走了，他再次埋头苦读或做练习。有时候
实在是太专注，客人来了他也不知道。日子一长，父亲便很
生气，于是把他的练习或草稿撕烂扔到大街上或是扔进火炉
烧掉。每当这个时候，华罗庚就拼命护着自己的宝贝，不让
父亲抢走。

在邻居还没起来磨豆腐的时候，他已经点着油灯在学习了。
在炎热的夏天别人都出去乘凉，他却躲在屋子里喂蚊子，只
因对数学太痴迷。在寒冷的冬天，他把砚台放在脚边，一边
磨墨一边做练习。每到了逢年过节，他都不去走访亲戚，只
会在家里埋头看书。勤奋到了这样的地步也是一种境界。

华罗庚的太过专注与勤奋常常不被人理解，但是世界上很多
事情都是这样，越不被人理解就越要坚持。他承受的磨难比
常人多得多，也正是这样能吃苦的精神使他成为天才数学家。

华罗庚的数学故事是什么

在华罗庚读小学的时候就出过好几则数学故事。有一次，他



的数学老师出了一个古代有名的数学题，题目是这样的：3
个3个地数还余2；5个5个地数还余3；7个7个的数还余2。问
答案是多少？问题一出，班上的同学便热烈讨论起来，但是
谁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于是老师准备公布答案，在这个
时候，华罗庚举手回答：我知道这个答案，是23。于是老师
请他说说是怎么算的，他的解法不仅是对的，而且很不一样，
就连老师也很惊叹。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他家境贫穷，
决心努力学习。上中学时，在一次数学课上，老师给同学们
出了一道著名的难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余二，
五五数之余三，七七数之余二，问物几何？”大家正在思考
时，华罗庚站起来说：“23”他的回答使老师惊喜不已，并
得到老师的表扬。从此，他喜欢上了数学。

华罗庚上完初中一年级后，因家境贫困而失学了，只好替父
母站柜台，但他仍然坚持自学数学。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他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论
文，被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发现，邀请他来清华
大学；华罗庚被聘为大学教师，这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是破
天荒的`事情。

1936年夏，已经是杰出数学家的华罗庚，作为访问学者在英
国剑桥大学工作两年。而此时抗日的消息传遍英国，他怀着
强烈的爱国热忱，风尘仆仆地回到祖国，为西南联合大学讲
课。

华罗庚十分注意数学方法在工农业生产中的直接应用。他经
常深入工厂进行指导，进行数学应用普及工作，并编写了科
普读物。

华罗庚还是一位数学教育家，他培养了像王元、陈景润、陆
启铿、杨乐、张广厚等一大批卓越数学家。为了培养青年一
代，他为中学生编写了一些课外读物。



小时候刻苦学习，然而，华罗庚却被叫去看店（卖棉花的铺
子）。

为了一个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我国数有一次，有个妇女去买棉
花，华罗庚正在算一个数学题，那个妇女说要包棉花多少钱？
然而勤学的华罗庚却没有听见，就把算的答案答了一遍，那
个妇女尖叫起来：“怎么这么贵？”，这时的华罗庚才知道
有人来买棉花，就说了价格，那妇女便买了一包棉花走了。
华罗庚正想坐下来继续算时，才发现：刚才算题目的草纸被
妇女带走了。这下可急坏了华罗庚，于是不顾一切地去追，
一个黄包师傅看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我国现代数学家华罗
庚教授。

熊庆来惊奇不已，一个初中毕业的人，能写出这样高深的数
学论文，必是奇才。他当即做出决定，将华罗庚请到清华大
学来。

从此，华罗庚就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员。在这里，他如
鱼得水，每天都游弋在数学的海洋里，只给自己留下五、六
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说起来让人很难相信，华罗庚甚至养成
了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他当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只是头脑中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看着
题目思考一会儿，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开始在头
脑中做题。碰到难处，再翻身下床，打开书看一会儿。就这
样，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
了。华罗庚被人们看成是不寻常的助理员。

第二年，他的论文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清
华大学破了先例，决定把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提升为助教。

华罗庚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写了20篇论
文。论水平，每一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
“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
定理”。



华罗庚以一种热爱科学，勤奋学习，不求名利的精神，献身
于他所热爱的数学研究事业。他抛弃了世人所追求的金钱、
名利、地位。最终，他的事业成功了。

华罗庚把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华罗庚把数学
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华罗庚演讲稿篇六

早在40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家之一。但他不
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
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寻！

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他宁肯暴露
弱点。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
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自己。实际上，前一句话是要
人隐讳缺点，不要暴露。华罗庚每到一个，是讲专长的，从
而得到呢，还是对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
场？华罗庚前者，也就是“弄等必到班门”。早在50年代，
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
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
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1981年，在淮南煤
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康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
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
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
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这才是“君子”与“丈夫”。
针对一些人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
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
了黄河心更坚。”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华
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1979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村
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
一辈子从实以终。”这也说是他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
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在华罗索第二次心
肌梗塞发病的，在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不是尽量



延长，而是昼多做工作。”生病就该听的话，好好休息。但
他这种顽强的精神还是可贵的。

总之，华罗庚的一切论述都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不断拼
搏，不断奋进。

华罗庚是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
县，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东京逝世。1924年初中后，在上海
中华职业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
《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受到熊庆来的重
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在杨武之指引下，了数论的研究。
1934年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作为访问
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
学。

1946年，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去苏联访问三个月。同年应美国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
1948年开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先后任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委
员和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席
团委员等职。还担任过多届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此外，华罗
庚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
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
数学家列在。他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
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又被授予法国南锡
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

华罗庚在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
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广泛数学领域中
都作出卓越贡献。



由于华罗庚的重大贡献，有许多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引
理、不等式、算子与。他共发表专著与学术论文近三百篇。

华罗庚还根据中国实情与国际潮流，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
研制。他身体力行，亲自去二十七个省市普及应用数学方法
长达二十年之久，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