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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比朗诵更自然，更自由，可以随着讲稿的内容而变化站
位。一般说来，不要在演讲人前边安放讲桌，顶多安一个话
筒，以增加音量和效果。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
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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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的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当金戈铁马的喊杀声渐渐远去，谁，会为人们所崇拜？在曾
经一次媒体调查中，有舞台上的`明星，有英勇的烈士，还有
伟大的领袖，直到这份名单的最后，袁隆平教授的名字才挤
入我的眼帘，这入选的科学家默默守望着人们对科学家的那
份敬重，而到了第二年，这的守望者也消失了。

数年前的一个夏天，在湖南安江的一块农田里，一位农民模
样的人，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着头，弯着腰，正在寻寻
觅觅。他，就是袁隆平。在那时，他是安江农校的一位教师，
正在寻找雄性不育株水稻，以便进行水稻杂交试验。在次年
六月份，他带领助手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先后共检查了1.4万
余株稻穗，找到了6株天然的雄性不育植株，之后耗时六年进
行试验。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挫折，袁隆平并不
气馁，继续坚持着。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于一九七三年培
育出了杂交水稻。

周国平说过，有着纯正追求的青春岁月才是最美好的。在这
最美好的时光中，我们崇拜的对象不应该是聚光灯下那些所
谓的“星”，而是那些能够激励我们，充实自我的，真正为
社会做出奉献的人。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像袁隆平教授一样



无私奉献的“星”，让我们与星光同熠。

谢谢大家！

袁隆平的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袁隆平手里掌握着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他的生活却极其简
朴。

长年养成的习惯，他喜欢去田垄，一有时间就到实验田去观
察，去呼吸田野的气息。如果说事业的成功给他的生活带来
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到实验田去的
交通工具，由原先的自行车改成了摩托车。他觉得这玩意儿
轻便、快捷。

田里的秧苗分蔸了，抽穗了，扬花了，结实了……他跨上摩
托车，一溜烟蹿上马路，拐入小径，溜上田埂，矫健的身影
闪动在片片绿意葱茏或金黄灿烂的稻田里。十多年来，他先
后换过八九辆不同品牌的摩托车。如今，虽已70余岁高龄，
他还是经常骑着摩托车在田间转。

20xx年底，在朋友们的劝说下，袁隆平买了一辆赛欧牌家用
汽车。朋友对他说，骑摩托车是“肉包铁”，开汽车是“铁
包肉”，还是开汽车安全一些。他兴致勃勃地学起开车来，
感觉还不错。有时，他把汽车开到了田边。他还笑着说，要
去考一个驾驶证哩。

谢谢大家！

袁隆平的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追慕大师风范，让青春闪闪发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耄耋之年的袁隆平不断追逐自己
的“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心中梦想澎
湃如昨，奋斗热情依旧高涨，这位“当代神农”，不仅让更
多人远离了食不果腹之忧，还以自身经历给了世人另一种精
神财富：对科研的忘我投入与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不断学习、
不断突破，对未来充满希望，为理想倾尽毕生精力，让自己
活出闪闪发光的样子。

心系天下苍生的袁隆平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让所有人远离
饥饿”的梦想，发现水稻“杂交优势”，攻克籼型杂交水
稻“三系”配套难关等，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神话。
在89岁高龄之时，袁隆平用发音清晰的英文致辞，且全程脱
稿，尽显大师风范。

袁隆平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努力练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与国际友人沟通，更好地帮助世界解决粮食问题，这种胸
怀世界、胸怀人类的思想正是大师的情怀和风范，值得世人
致敬!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
就是了解生命而且热爱生命”。袁隆平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
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

美国的摩西奶奶认为“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热爱生
命的她，70岁拿起画笔，80岁首次开个人画展，她坚持绘画，
不断创作，活出了勇于挑战自我的境界。他们的事迹告诉我
们：对于一个真正有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
轻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华，面对未来和自我的挑战，只有放
飞理想，青春才能变得色彩斑斓!只有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
拿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姿态，我们的每一天才
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追梦的路上怎能不跌跌撞撞?唯有一路
向前，才能让青春在梦想的天空下自由翱翔。当我们用辛勤
的汗水铺成通往理想的大道，越过泥泞奋勇向前，高扬青春
的旗帜，才能让青春的颜色变得多姿多彩，让青春的价值在
进取中彰显。



大师终会老去，手握历史接力棒的青年人，理应责无旁贷地
扛起使命，不负青春年华，追逐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在人生的航程不断劈波斩浪，用奋斗书写辉煌的明天。我的
发言完毕。谢谢!

袁隆平的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20xx年10月的一天下午，袁隆平应邀为依阿华州大学师生做
了题为“中国超级杂交稻研究进展”的报告。经久不息的掌
声过后，依阿华州大学校长请学生们提问。

台下一阵大笑，为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坦诚和直率而叫好。他
对自己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不加掩饰，让中外大学生们愈加
觉得他可敬、可亲，完全真实地展现了这位科学家伟大和平
凡的完美统一。

就这样，他的学术报告在简单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

谢谢大家！

袁隆平的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不容置疑：民以食为天。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真正解决吃
饭问题只是近些年的事。在解决祖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吃饭
问题上谁的贡献呢？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标准答案：袁隆平。

看了央视记者对他的采访，我为他的两个梦想深深地震撼，
感慨着：这才是伟人的梦想，这才是追梦的伟人！

他的一个梦想是“禾下乘凉”：超级水稻个头比高粱还高，



稻穗有扫帚那么大，稻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坐在瀑
布般的稻穗下乘凉。他这个梦想真够高的——不但水稻长得
高、产量高，而且境界更高。被1960年的饥荒刺痛，他研究
水稻是为了能让大家都吃饱饭。他这个梦想也够远的，遥远
得像一个特不现实的神话。从1960年7月发现奇异的稻子，采
花药进行镜检，反复种植、实验，到19xx年找到天然雄性不
育株，提出三系育种法，从14000多个稻穗中仔细搜索出6株
不育株，两年春播、翻秋，仅有四株繁殖了两代。1970年，
他翻山越岭跟助手到海南，终于找到“野败”取得突破性进
展，1973年育成第一次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
并研究出整套的制种技术。其中，他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
耐住了多少寂寞的休闲时光，忍受了多少无知无聊者的冷嘲
热讽啊！从三系法、二系法到超级杂家水稻、海水稻，再到
落实研究成果的“三产四丰”工程，他风里来雨里去百折不
回，五十年如一日，累在其中乐在其中。如今，他名满全球，
水稻亩产早超一千公斤，个人品牌价值超过千亿，依然不辞
劳苦在田间忙碌，追求着水稻高产的“上不封顶”。他强调：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追求高
远的梦想，是他的使命和幸福的源泉。

科学无国界，他的另一个梦想是：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为
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领导的团队为近80个国家培养
了14000多名技术员，40多个国家大面积种植杂家水稻700万
公顷，普遍增产20%以上。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等
地，因为种植他改良的'杂交水稻，亩产从每公顷3吨增加
到10.8吨！他还牵挂着吃大米全靠进口的利比里亚，每年花
掉两亿美元，国民才能打牙祭。他要推广杂家水稻，让大家
每天打牙祭。

当我深入了解袁隆平的事迹后，再一次瞻仰他的仪容，袁隆
平爷爷，瘦瘦的身材，黝黑的皮肤，满脸皱纹，慈祥可亲的
笑容，一副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然而在这朴素的外表下却
有着无穷的智慧与力量，因为他的科技研究让中国老百姓实
现了吃饱饭的梦想！



一粒一饭，当思之不易，当我们吃着香喷喷的白米饭时，要
懂得感恩，更要懂得珍惜。

谢谢大家！

袁隆平的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生于北京，江西德安县人，无党派人
士，现居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被称为中国
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说他会有今天的
成就是偶然！

袁隆平回答：“学农缘于一次偶然：小学一年级时一次郊游，
老师带我们到一个私人园艺场去参观，我看见树上的桃子红
红的，葡萄一串一串的，花也很漂亮；正好那时，卓别林主
演的电影《摩登时代》上演，影片里有一个镜头，窗外就是
葡萄什么的，这些印象叠加起来，我感觉田园确实太美了，
就想长大后学农，如果那时老师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去看，
又苦又穷又脏，那我肯定不会学农了。”其率真的回答，赢
得了大家的掌声和笑声。

袁隆平因为儿时的这个愿望，高中毕业后，袁隆平考上了重
庆相辉学院（后改名为西南农学院）。1953年，袁隆平毕业
后，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成了一名教师。

因为这个偶然的选择，至今，袁隆平已在田间忘情忙碌了50
多载了。

谢谢大家！



袁隆平的演讲稿篇七

大家好！

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在20世纪90
年代提出的尖锐命题。“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就能养活中国人。
”袁隆平用惊人的科学成就响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关于超级杂交水稻，不善言辞的袁隆平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当别人问他成功的秘决时，他似“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作
了精辟的回答。

面对未来，袁隆平仍满怀梦想，他希望杂交水稻由目前占世
界水稻面积10%提高到20%，实现总增产3000万吨，真正造福
全人类。袁隆平用科学知识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圆了华夏
民族几千年的.梦想，实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神话。

我由衷地敬佩他——一个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袁隆平。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