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学类的演讲稿(通用7篇)
使用正确的写作思路书写演讲稿会更加事半功倍。在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能够利用到演讲稿的场合越来越多。那么你知
道演讲稿如何写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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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类的演讲稿篇一

亲爱的同学，当你们看着可爱的动画片，玩着迷人的电游戏，
在网上查阅学习资料的时候，你可曾意识到科学的力量，是
多么强大!科学不仅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阅读科技书籍，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也激起了我探索科学
的愿望。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科学，传播文明，在享受新生
活的同时，更要创造新生活。如今，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不
断加快，可视电视、电脑上网、心脏起搏器等已经不算新鲜
了。从1901年发明的真空吸尘器，到人造地球卫星，载人宇
宙飞船，科技在不同领域里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学习科学
技术，不仅仅是为了成为科学家，也是为了能适应生活，更
为了能成为新世纪的主人，担起新世纪，为国家建设，为人
类文明作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从爆炸原子弹
和氢弹到发射人造卫星和飞船等等，这些令人瞩目的科技成
就，大大缩短了我国和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差距，为我国
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确如
此，科学为我们祖国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主人，我们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学习科
学，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我们要努力学好各种文化课，因为这
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同时，对各种适合我们中学生看的科普书
籍、报刊，最好的课余多阅读一些;还应该积极动手搞各种科



学小实验、小制作，写科学小论文等，培养对科学的兴趣。
长此下去，我们一定能够热爱科学，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脍炙人口的格言不知激励了多
少渴望求知的人。如今，让我们也用它来激励自己，做一个
热爱科学的新一代，担起新世纪的重任，为我们祖国的明天，
谱写出更加辉煌的诗篇吧!

科学类的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科学技术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
器。翻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我们看到的是一部人类社会的
文明史：从猿人的风餐露宿到现代人的太空旅行；从古代的
烽火传讯到现在的互联网络；从远古的钻木取火到今天新能
源的充分利用？？人类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科学
技术。

位同学都要“爱科学、学科学和用科学”，认真上好每一节
课，积极参加各项科技比赛活动，自觉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改善生活出更多更好的新主意！

同学们，让我们为成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分子
而努力吧！

谢谢大家！

科学类的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他就是钱学



森爷爷。

钱学森爷爷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为祖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
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
用研究的倡导人。他1920xx年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
交通大学。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他1935年考取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进行深造学习，并于1936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
习，并拜著名的航空科学家冯・卡门为师，学习航空工程理
论。钱学森爷爷学习十分努力，三年后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并
留校任教。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对火箭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不久，钱学森爷爷成了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从1935年到1950年的20xx年间，钱学森爷爷在学术上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始终想念着自
己的祖国。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
起时，钱学森爷爷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
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
国很不容易，而钱学森爷爷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
他历尽种种艰辛，最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才终于回到了阔
别20xx年的祖国。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爷
爷对祖国的深爱之情，是多么的感人啊!

1955年初冬，刚刚回到祖国的钱学森爷爷，来到哈尔滨军事
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
弹?”他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
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这是多么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呀!”就这一句话，决定了他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
涯。1956年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成立，钱学森爷爷被任
命为第一任院长。

在酒泉发射场钱学森爷爷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
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他的指
导下，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
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1966年10月27日，



钱学森爷爷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
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
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
一位美国将军说，钱学森爷爷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
的战斗力。

钱学森爷爷在国外取得了成就，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
国。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冲破美国的
重重阻拦，终于回到了祖国，为我国国防事业和尖端科学技
术的发展奉献出他的全部聪明才智。这种精神是多么令人敬
佩呀!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小学生，十年以后，我们将面临大
学毕业，那时振兴国家的重任将落在我们的肩上，钱学森爷
爷的事迹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让我们以前辈为榜样，刻苦
学习，长大后好好报效我们的祖国吧!

谢谢大家!

科学类的演讲稿篇四

1985年2月15日，我国南极考察队队员在南极乔治岛上建立
了“中国南极长城站”，终于在南极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这旗是智慧和科学的结晶，这旗由汗水和鲜血染成，这旗由
中国人亲手升起！

1984年11月20日，中国南极考核队591名队员从上海启程前往
南极，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航行，行程1100余海里，于12
月26日安全到达南极。建站地址选定后，考察队员立即组织
力量从两艘万吨巨轮上突击运卸500吨建站物资和大批科学考
核设备，同时着手赶建长城站。他们在时而狂风暴雨，时而
冰雪绵绵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抢修码头、搬运物资、平整地
面、开挖地基、建造房屋、安装设备常常连续工作16小时以
上。挖掘机、推土机等全部启用，直升飞机、救生艇等一齐
出动。就这样，经过45天的日夜苦干，创造了世界在南极建
站史上罕见的高速路，终于在1985年2月15日高质量地完成了



建站任务。这是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精神的胜利！

中国南极长城站的建站速度之快，质量之完美，令外国同行
刮目相看！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所有建
站材料，全由我国自行生产，不但能顶住12级以上的大风，
而且还能抵御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在南极风大、严寒、干燥
的情况下，长城站就像一名坚强的卫士，能确保考察队队员
黯然无恙。

南极长城的站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
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
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同学
们，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我们仍应该学习南
极精神！在我们的面前，许多科学高峰有待我们去开发，无
数科学奥秘有待我们去探索！

谢谢大家！

科学的魅力演讲稿篇16舌的练习有这样几节，第一节是伸，
把口开大，提颧，要感觉鼻孔略微张开一些，然后努力地把
舌头往外伸，舌尖越尖越好，伸完了以后，再往回缩，缩到
最大的程度，这样反复来做，这样反复来做，这是第一节。

第二节是刮，大家注意听，刮是怎么刮，舌尖抵下齿背，舌
体用力，用上门齿的齿沿刮舌尖和舌面，这样反复进行，这
样反复进行，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是捣，捣乱的捣，我都把它概括成一个字，这样大家
好记，怎么捣呢，就是把一个像枣核一样的物体，竖放在舌
面上，比如说，一个橄榄核，一个枣核，或者一小块糖，两
尖，两头正对着前舌，这是竖放，用舌面挺起的动作使它翻
转起来，这样反复进行，这是捣，这是捣，这是第三节。



第四节呢，是弹，先把力量集中在舌尖，抵住上齿龈，堵住
气流，堵住呼出的气流，然后呢，突然打开爆发出te音，反
复进行，我来做一下，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大概也就可以体会
出来我是怎么样在做：“te te te”，这里应该注意，舌的中重线，
前后的中重线要用力，爆发出这个te te，越有力越好，爆发出
这个te音来，这样反复进行，这是第四节。

第五节是顶，先闭唇，用舌尖来顶左右的内颊，交替进行，
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这是第五节。

第六节呢，是转，闭唇，把舌尖伸到口腔前庭，也就是把舌
尖伸到齿唇的中间，先向顺时针方向环绕360度，然后再按逆
时针方向环绕360度，这样交替来进行，这样交替进行，这是
第六节转。

第七节立，先把舌头自然平放在下齿槽当中，然后向左向右
来回地翻立，这可能一时做不出来，但是你坚持做，再想着
怎么做，这样的话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做了，实际上这一节还
是挺重要的，它是为了锻炼舌头的力量左右平衡，这样子，
所以这一节还是挺重要的，先把舌头自然地平放在下齿槽当
中，也就是很自然地放在那儿，然后呢，向左翻立起来，倒
换过来，再向右翻立起来，这样呢，来回交替的进行，来回
交替进行。这几节是舌部操。

科学类的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当你们看着可爱的动画片，玩着迷人的电脑游戏，坐上快速
的列车，接听着越洋电话的时候，……你可曾意识到科学的
力量，科学不仅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科
学就在我们身边。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科学不只为尖端技术服务，也越



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需要正处于青少
年时代的我们热爱科学，学习科学。参加科技“五小”比赛、
阅读科技书籍，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精密的机器人，不用
燃料的汽车，虚拟的足球赛，高科技信息的传送等等，一个
个生动有趣的现象，激起了我探索科学的愿望。我们每个人
都要学习科学，传播文明，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更要创造
新生活，如今，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加快，可视电视、
电脑上网、心脏起搏器，已经不算新鲜了。从1901年发明的
真空吸尘器，到人造地球卫星、载人宇宙飞船，科技在不同
领域里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电子产业、通讯技术的日益普
及，纳米技术、超导材料的广泛应用，不久的一天，也许就
在你的餐桌上，会出现像太空青椒、人造牛排等生物工程食
品。学习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为了成为科学家，也是为了能
适应生活，更为了能成为新世纪的主人，担起新世纪，为国
家建设，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人工合成胰岛
素、断手再植、杂交水稻、爆炸原子弹和氢弹、发射人造卫
星和飞船等等，这些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大大缩短了我
国和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差距，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
了活力。爷爷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确如此，科
学为我们祖国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主席曾对青年说，世界是
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句话，饱含
了长辈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如果说长辈们用辛勤的劳动建
设了20世纪的祖国，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知识、以科学担起
新世纪的重担。

同学们，我们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学习科学，让我们从小
做起。我们要努力学好各种文化课，因为这是一切学习的基
础;同时，对各种适合我们小学生看的科普书籍、报刊，最好
在课余多阅读一些;还应该积极动手搞各种科学小实验、小制
作，写科学小论文等，培养对科学的兴趣。长此下去，我们
一定能够热爱科学，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



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无论是美国的挑战者号爆炸，还是全
球计算机病毒的升级，从来都不能阻止人类的科技进
步。“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脍炙人口的格言不知激励
了多少渴求知识的人。如今，让我们也用它来勉励自己，做
一个热爱科学的新一代，担起新世纪的重任，为我们祖国的
明天，谱写出更加辉煌的诗篇!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科学类的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

前几天反倒原本刊物，叫做《我们爱科学》。感觉名字很耳
熟，于是怀着好奇的心情了开来，这是一部很不错的杂志，
《我们爱科学》皆在传播科学知识，激发创造灵感，启迪科
学指慧，培养科学素质。它的科学性，趣味性，可读性吸引
到了我。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它给人以智慧的曙光，
少年时国家萌芽，热爱科学从我做起，发展科学从我做起，
弘扬科学从我做起。我们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评
价问题而不鲁莽逝信得看待问题。

知识用于生活，也源于生活，听过这样一个家喻户晓故事：
牛顿一人在家中的果园中，由于边走边思考，无意间撞到园
中的苹果树，这是一颗苹果正好砸在牛顿的头上。牛顿突然
从问题中醒悟过来，见到了苹果，这是他又沉思：为什么苹
果会落到地上，而不是飘上天空，最终牛顿提出一个最简单
的现象产生的举世定律，万有引力。

许多科学家都是这样，在科学实践中都是那么仔细，没有一
点马



虎，科学之中不用“可能、应该”字眼。

只要我们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再加上搜集资料，记录笔记，
一般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科学就是一个不断思考，不断提问，不断探索的过程，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开始理解，开始相信，开始热爱，开始拼搏，
我们融入科学，科学融入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