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科技演讲稿分钟(大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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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演讲稿模板范文，希
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科技演讲稿分钟篇一

上午好！

首届小探索者科技节是我们学校科普系列活动的浓缩，是学
校办学特色的呈现，是全体师生魅力展现的一个平台。它昭
示着一种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风貌。本届
科技节也将是对学校科普工作的又一次大检阅，它将进一步
推动学校的科普活动向更高层次发展。

这届科技节的主题词是：崇尚科学，体验生活，动手实践，
探索创新。科学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身边处处有科学。xx的
每个孩子都会更加热爱科学，都会变得更聪明、更富有创造
力。

首届小探索者科技节暨第3届校园科技节，我希望它成为xx每
个孩子人生道路上一个美好的契机，一个美好的启迪。

xx的孩子是最爱科学的。这里是产生科学院院士的地方；我
们的机器人队的同学们，用自己对科学技术的痴情和付出、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曾经征服了全国赛场和世界赛场上的评委
们。我们每个同学也都有自己不可限量的才情和天资，你们
也都有自己的激情和热望，要向所有的人表明：我一样能行！

同学们，成为一个科学家，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是



众多青少年同学的梦想。在科技节中，你们都是活动的主角，
科技节是你们的一个良机。说不定你今天的一个不经意的感
觉，就是那一只掉在头上的苹果；你一个不起眼的搭建就孕
育出一座新的东方明珠——今天的奇思妙想就是明天的创造。

让科学使每个xx的孩子更快乐，让智慧陪伴每个xx的孩子茁
壮成长！我宣布，首届小探索者科技节暨xx第3届校园科技节
开幕！

科技演讲稿分钟篇二

大家好！

有人曾经说过：“生活是一门大科学。”我认为这十分有道
理，想要了解科学，必然先要体验生活，体验生活中的科学。

有一次，我要用剪刀剪纸，一拿起剪刀，忽然发现剪刀的刀
刃上附着一根别针。怎么回事？我的好奇心立刻被激发了出
来。我拿起剪刀甩了甩，别针仍旧粘在上面，像在刀刃上生
了根似的。

一、吸附物曾被磁性物磁化，导致吸附。

二、剪刀剪切时，进行了摩擦，产生了磁性，所以才会吸附
别针。结合上自己的实验体会，我认为这个实验应该是第二
个结论。

仔细一观察，科学处不在。科学知识让我更聪明，让我增度
长知识，丰富见识！

科技演讲稿分钟篇三

演讲稿可以起到整理演讲者的思路、提示演讲的内容、限定



演讲的速度的作用。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我们可以使用演
讲稿的机会越来越多，你写演讲稿时总是没有新意？下面是
小编收集整理的科技创新演讲稿，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各位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上次有幸参加了第xx届广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看到了很多很有创意的作品，深有感触。又联想到我们正处
于一个时过境迁的时代，很多有用的东西都需要新的想法才
能创造出来。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创新！

下面我给大家举个事例，让大家感受到创新思维的无处不在
与重要性。300多年前，一位奥地利医生给一个胸腔有疾的人
看病，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出听诊器和x射线光透视技术，医
生无法发现病在哪里，病人不治而亡，后来经尸体解剖，才
知道死者的胸腔已经发炎化脓，而且胸腔内积了不少水。结
果这位医生非常自责，决心要研究判断胸腔积水的方法，但
久思不得其解。恰巧，这位医生的父亲是个精明的卖酒商，
父亲不仅能识别酒的好坏，而且不用开桶，只要用手指敲敲
酒桶，就能估量出桶里面酒的数量。医生在他父亲敲酒桶举
动的启发下想到，人的胸腔不是和酒桶有相似之处吗？父亲
既然通过敲酒桶发出的声响可以判断桶里有多少酒，那么，
如果人的胸腔内积了水，敲起来的声音也一定和正常人不一
样。此后，这个医生再给病人检查胸部时，就用手敲敲听听；
他通过对许多病人和正常人的胸部的敲击比较，终于能从几
个部位的敲击声中，诊断出胸腔是否有病？这种诊断方法就
是现在医学上所称的“叩诊法”。来，这种“叩诊”法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1861年的某一天，法国男医生雷克给一位
心脏有病的贵妇人看病时，为难了。正在为难之际，他忽然
想起了自己在参与孩子游戏活动中的一件事情，孩子们在一
棵圆木的一头用针乱划，另一头用耳朵贴近圆木能听到搔刮
声，而且还很清晰。在此事的启发下，他请人拿来一张纸，
把纸紧紧卷成一个圆筒，一端放在那妇人的心脏部位，另一
端贴在自己的耳朵上，果然听到病人的心率声，甚至于比直



接用耳朵贴着病人胸部听的效果更好。后来他就根据这一原
理，把卷纸改成小圆木，再改成现在的橡皮管，另一头改进
为贴在病患者胸部能产生共鸣的小盒，就成了现在的听诊器。
由此可见，创新思维是多么的伟大，能够创造出造福人们的
东西。

如今，我国正在努力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作为21世纪的青少年，我们应该积极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
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为祖国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那么，我们该如何培养创新思维呢？首先，知识是产生
创新性思维的前提。没有厚实的知识积累，即使有了创新点
子，与无法将点子转变为解决问题的方法。牛顿有一句很经
典的话：我之所以看得更远，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巨
人的肩膀就是前人知识的沉淀，所以培养创新思维的`第一步，
就是做好知识积累。第二点，实践经验是创新思维的根本基
础。知识是在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发
展。因此，我们在学习中、生活中，应当注重观察细节，积
累实践经验，为创新思维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一点，发散
思维是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当我们不能直接解决问题的时
候，可以尝试运用逆向思维、反向、横向、类比、联想思维，
从不同的方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相信努力做到以上几
点，创新思维就会慢慢被培养出来。

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十分激励。其竞争的焦点就是
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竞争核心则是人才的竞争，而衡量人
才的标准就是看其创新能力和才能。因此，创建创新性国家，
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核心就是培养创新性人才。少年
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
立。而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少年，作为国家重点培育的创
新型人才，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实践，将自己雕琢成符合时
代要求的人才，为祖国的伟大事业做贡献！

谢谢大家！



科技演讲稿分钟篇四

大家好！

一个企业的发展亦与创新息息相关，无数事实证明任何一个
企业的领导者只要高度重视“创新”，理解了创新的根本意
义，不断在企业中实施创新的手段，企业就会不断产生出人
们所需的新产品，从而企业也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展现
新的面貌。

在企业中长期以来把创新单纯理解为小改小革、新技术推广
或是技术革新或是技术改造，诚然不可以否认这些创新方式
多年来为企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它的根本点也
是其狭隘点，是仅仅将创造性的成果转化为好一点、更多一
点的生产力，从而使企业产生一定限度的经济效益，当今创
新的概念已大大超越了原有的境界，创新这个词已展延成创
新工程的概念。它既包括传统的创新观念，更包含有对人类
知识创新概念，创造企业文化的概念，创新不仅仅是某种技
术方式方法的研究和探讨，而且已扩展到对人类传统的工作
方式方法的研究和探讨，对人类的思维方式方法的探讨和研
究，对人的创新能力提高的探讨和研究。为了使企业更快更
好地适应21世纪飞速科技发展的需要，企业更需要加深对创
新的理解，以尽快健全创新工作，促使企业加快创新的步伐。

科技创新既然是作为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主要指导新思想，首
先这一思想要在企业结构中形成共识。作为企业的领导要成
立专门班子去研究去实施。这种班子既不能隶属于过去总师
技术系统，又不能隶属于一般管理系统。它在企业中的地位
应当具有更高层次，作为主要厂领导来说，可以为他起到重
要的参谋作用。作为企业的发展来说，他应当作为企业发展
的总参谋部。他的功能既可以为企业发展拟订长远发展规划、
设想、建议，也可以为企业现行生产服务，为提高企业的科
技素质服务。当然一旦建立创新思想的科技发展体制，企业
内原有的科技、管理系统，其功能亦应调整，以适应新形势



的要求。其实为了满足21世纪的高速发展的需要，我国企业
原有的一些制度及体制早就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变，一成
不变的企业管理体制是满足不了具有划时代高速发展的科技
工业的要求。

如何在太湖周边地区开展好企业创新活动呢？创新必须和可
持续发展战略紧紧结合在一起。探索这一地区创新的方法，
从工业企业方面来看，必须引进高新技术，摒弃过去“五
小”带来的危害，几是对自然生态环境有危害、哪怕是一点
点影响的企业必须坚决彻底关、停、并、转，杜绝一切污染
源，应把发展高新技术、无污染新技术作为太湖周边地区企
业发展的唯一立足点。

研讨科技创新的工作方法是每一个单位极需了解的，创新本
身是一种开拓，其方法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过程，然而不断总
结和探索创新的方法是会有利于创新工作的深入展开，这里
仅谈谈个人的一些肤浅的想法。

创新往往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新的发展、发明、提高。因
此对现有的科技基础不能忽略，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不
断总结已有成果，然而不能墨守成规，在总结基础上提出新
的设想，新的建议，以利把原有的水平向上提高。

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讲要有科学幻想头脑，要具有超常规想法
不断开拓的思想才能不断使创新达到新的境界。

首先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有独创性的人往往脑子灵
活，转弯快，不循规蹈矩，作为领导，尤其是人事部门的人
更要注意到这一点，应不拘一格选人才。人的才能不可能一
下从天上掉下来，在企业内，要不断组织学习和进行培养。
要善于运用好总结表彰的手段，对有创造力的同志要不惜重
金聘用，对有成果的同志要不惜重金表彰，使之不断开拓，
为企业更快更好更多地创造更新的产品。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科技演讲稿分钟篇五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的，是一位用一生践行“以祟高科学
为荣”的银河人―原国防科技大学顾问、计算机系主任兼研
究所所长陈福接。

曾几何时，某些西方大国对我国的巨型计算机研制事业一层
又一层地封锁，一次又一次地冲击。面对这些，中国人决不
能塌下自己高贵的脊梁。于是，陈福接主任带着一群铮铮铁
骨的军人，请命“银河—ii”10 亿次巨型计算机研制工程，用
双肩担负起祖国的尊严。

1992年，“银河—ii”10亿次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举国为之
欢呼！国务院贺电，中央军委贺电，国防科工委贺电在所有
人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陈主任却由于冠心病突发，晕
倒在了交机现场。要知道，这是他几千个日日夜夜连续工作
劳累的啊！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这是他经常对自己，
也对助手和学生说的一句话。为研究磁心存储器，他花了整
整十八年时间，几易其稿，一本几十万字的《电子数字计算
机磁心存储器》终于完成了。看着厚厚的手稿终于要印成铅
字，想到自己多年的心血终于可以哺育后人，陈主任开心地
笑了。他放合地抽出时间去日本考察，准备开始新的研究。

然而，他在日本却惊奇地发现，最先进的计算机主存，已经
不用存储器，而改用半导体了，换代的速度让一同考察的所
有中国计算机专家都不禁顺舌。而陈主任回国后在感叹之余，
更是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本还未及印刷的著作要立即停
止出版！

身边的人惊呆了，而且不止一次地规劝：“写了十多年，书
一出版你就能评教授了，发吧。”“不行！"“你是计算机界
的权威，大家一定会承认的，发吧。”“不行！"“国内换代



至少还要五年的，对大家还是有帮助的，发吧。”“那也不
行！”陈主任态度坚决。

他这样说：“十八年钻研，十八年心血，我也遣憾啊！谁不
想工作上追求进步，谁不想学术上有所建树。可是作为一名
学者，作为一名真正的银河人，我不能把学生往过时的路上
引，我们得对他们负责啊！”这话语掷地有声，深深震撼了
身边每一位科研工作者。

老师，为您这种沉心治学的态度，为您这种“来不得半点虚
伪”的科学精神——敬礼！

在陈主任这种精神激励下，年轻的我们也严谨起来，我们高
兴地把科研新成果出台的好消息发给在厦门养病的陈主任，
可接到的却是一份黑色的通知。20xx年 3 月 10 日，肝病无
情地夺去了陈主任的生命。陈福接主任走了，但他对待科学
的态度会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他“以崇尚科学为荣”，他
将是我们永远的精神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