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大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下面我帮大家找
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篇一

闭幕式伊始，12辆晶莹剔透的冰鞋车在孩子们的簇拥下被推入
“鸟巢”。参照中国民间虎 头鞋的造型，12辆车子仿若十二
生肖冰鞋，在短短2分钟内，以车轮“痕迹”组成了象征吉祥
团结、美美与共的“中国结”形状。

在“中国结”的映衬下，各代表团运动员入场，谷爱凌开心
到蹦蹦跳跳，徐梦桃坐在高亭宇的肩膀上，成为全场“”的
旗手……全场观众用掌声和欢呼声，向体育健儿们表达热烈
的祝贺和由衷的敬意，“鸟巢”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现场
大屏幕播放短片《2022，有我!》，再现了运动员们奋勇拼搏、
激情飞扬的精彩瞬间。

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冬奥会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表示，运动
员将成为闭幕式万众瞩目的焦点，“这是他们经过辛苦训练
和赛场拼搏后的欢庆聚会”。

正是这些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健儿，共同绘就了北京2022年冬
奥会的逐梦画卷。

几乎每个小项的奥运纪录都在北京冬奥会被改写，无数感人
瞬间被定格。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在拼搏竞争中友爱互助，在
共同挑战极限中一次次刷新冰雪纪录，生动诠释了“更快、
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欢聚与团结，不仅在场内。国际奥委会主席在2月18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际奥委会的社交媒体账号在北京2022
年冬奥会期间的浏览量达到27亿人次，明星运动员的社交媒
体账号的评论量达到10亿条。北京冬奥会吸引了中国观众前
所未有的关注，在电视媒体上吸引了6亿观众观看，以及有至
少一百万新的年轻人通过各种数字平台来关注赛事。运动员
们将带着“双奥之城”的祝福，迈向新的开始，一起向未来。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篇二

经历过奥运会的辉煌和激烈竞争以及色彩纷呈的画面，有些
人对残奥会或许会觉得比赛的观赏性要降低不少。残疾人和
正常人的体育竞技自然有所区别，但是相同的是，他们也在
追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崇高目标。

其实，你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残疾人运动员的经历，了解他们
比正常人付出了更多的汗水和泪水，你的心头就会不由自主
地发颤，你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你就会由衷的承认，他们，
就是生活中的强者。

每一个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坎坷。
他们中有些人是先天残疾，有些人是后天不幸遭遇各种各样
从天而降的灾难，在经历过生命的低谷之后，他们无一例外
地选择了站起来，迎接生命的挑战。残疾人运动员，几乎百
分之百的都不是职业选手。因此，他们一没有充裕的时间去
进行训练，二缺乏资金的保障去购置训练器材和服装等必需
用品。他们付出的努力除了身体上与正常运动员的差距外，
还有许许多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
并走到今天，走到奥运会的赛场。

“鸟巢”、“水立方”，因为有残奥运动员，而同样精彩。
对待残疾人运动员，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爱，他们不仅是我
们的兄弟姐妹，而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自强不息，
他们敢于做生活中的强者，都奏出了一曲高亢激越的生命交



响曲的宏伟乐章。

残奥会，除了精彩的比赛，我们还能读到无数催人泪下、催
人奋进的故事。我们更深地体会到：爱，应该献给每一个人;
爱，时时刻刻在我们心里;爱，温暖着生活的每一天。只要有
爱，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人类的生活，一定会更美好。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篇三

在残奥会这个舞台上，几乎每个运动员都是一个坚强人生故
事的持有者——种子未落沃土而落罅隙，当其不屈地穿过岩
缝绽放绿色，一抹新绿足以辉映春天;身体虽已外在残缺，但
坚强的攀登让生命如圣火般蓬勃热烈。

是啊，不管怎样，鹰都要从高处起飞。恰如人，用坚强，成
就生命的高度。

而用生命诠释什么是坚强成就高度的例子太多太多：霍金轮
椅上的美丽人生，海伦黑暗中寻求光明，司马迁隐忍后重于
泰山的鸿篇巨制……而生活中对于坚强的呼唤与需要几乎是
普适性的：升学，事业，失恋，甚至生老病死等等。人们赞
美这些如鹰一般有着坚强品格与意志的人，人们仰视号称千
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的胡杨木一样的坚强
灵魂，这些赞美与仰视都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精神向往。

记得前一阵采访备战本届残奥会的雅典残奥冠军李端时，他
说：“奥运会比完了是逗号，残奥会比完了是惊叹号。当一
个人只有一条腿，还在奋力向前跑;坐在轮椅上还在向前冲，
这不仅仅是一次比赛，更是一种精神。”这样一次盛会，在
比赛外更给了人们寻常生活外一个机会，可以更真切、直观
地感受什么是坚强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震撼与提升。这也许
是比金牌更为可贵的。



走过黑暗与沉重才更明白坚强的含义。在人们的常态人生中，
坚强作为励志的语词，也许常挂嘴边，但更多的是浮在人生
表面。一场残奥，将坚强的精神意义直观外现，或可成为健
全人心灵的鸡汤甚至于心理不甚健全者一剂心灵补剂与良药。
正如联合国卫生组织对人的健康的定义一样：健康不仅仅是
没有疾病，而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
即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健康。人们需要心灵的这些营养。所以，
残奥会，不仅是体育对人自身自然的改造，一种物化的对象
性活动，而更应体现出一种人类灵魂的高贵、社会的人文关
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事实上，坚强不仅是个人品性，文化特质，更是民族品格，
国家脊梁。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到改革开放后腾飞的新中国，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大写着“坚强”。长征精神，抗洪精
神……此次汶川地震中展现出的震不垮的民族精神都是中华
民族坚强民族品性的依次展现。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
华民族共同汇集的坚强之力必将让祖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更加繁荣昌盛。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篇四

2月20日，北京冬奥会圆满闭幕，伴随主火炬熄灭，“鸟巢”
上空用烟花打出“天下一家”和“oneworldonefamily”中英文
字样，象征“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主题表达和“拼搏团
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曲终人散，折柳寄情，是中国给世界
的独有的浪漫别离。回顾冬奥给我们留下的许多深刻印象，
从实至名归的金牌得主，到那些为梦想奋斗过的失利者，有
拼搏有欢笑有热泪，本届冬奥虽已落幕，但人生的拼搏永无
止境，奥运精神永远相随。

“凌”波微步展现少年之勇。冬奥赛场谷爱凌夺金的消息可
谓火爆朋友圈，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中，谷爱凌突破自
身极限，做出了从未尝试过的转体1620°抓板，成功获得



了94.5的高分，排名反超一举夺冠。比赛结束，谷爱凌表示
自己在赛前一直坚持完成这个动作，这一动作从来没有女运
动员挑战成功过，也正是这孤注一掷的勇敢一跳，书写了女
子跳台滑雪的又一奇迹，为我国冰雪事业发展再创佳绩。没
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谷爱凌之勇是数十年刻苦训练和在关
键时刻通过对自身的正确认识敢于抉择的结果，她用少年之
勇展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无畏。

“翊”飞冲天滑出少年之毅。苏翊鸣，他是演员也是运动员，
我们从荧幕上见证了他从小将到明星再到冬奥夺冠的，他用
运动员的顽强毅力向我们展示了“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
巢不丈夫”的必胜决心。虽然在单板滑雪训练中几次停滞不
前，失败时会称“如果作为一项运动我会喜欢单板滑雪，如
果作为一项比赛我不喜欢”，即便这项所谓的“不喜欢”运
动曾让他被误伤至大腿骨折，他毅然决然坚守妈妈的教
导“树立目标，不要放弃”，最终突破恐惧后带来的成就感
纷至沓来。

“羽”化成蝶舞动少年之志。他是网友口中戏言的“世仇家
公子”，是央视评论员盛赞“幸得识卿桃花面，从此阡陌多
暖春”的翩翩少年，是穷其一生也要挑战4a动作的执着斗士，
他就是万千网友跨越地域限制、文化隔阂都要称赞的羽生结
弦。虽然本届冬奥会他以多次尝试4a失败憾失金牌，却永远
是观众眼中的冠军。他用顽强的意志、朴素真挚的爱，诠释
了花样滑冰的别样魅力，将奥林匹克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

北京冬奥会已然闭幕，奥运之火却没有熄灭，更多火种带着
奥林匹克精神已悄然化作雪花，伴风入夜，飘散到每个人的
心里，鼓励怀揣梦想的少年们不断拼搏向上，共赴韶华。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篇五

20__北京冬奥会已圆满闭幕，北京冬奥会也成为了迄今为止
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除了激烈的比赛之外，北京冬奥



会也尤其注重文化宣传，冬奥会会徽、吉祥物、大型场馆建
设中的中国风元素等，都是中国文化的充分展现。文化的力
量是非凡的，文化的力量是强劲的。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做好
文化道路上的“传承者”“工匠者”“创新者”，才能初心
如磐聚合力，奋楫笃行谱新篇。

当好文化道路上的忠实传承者，全心全意去发展。

冬奥会开幕后，除了以熊猫为原型的“冰墩墩”成为“顶
流”之外，冬奥的诸多设计也深深植根于五千年的文明沃土
之中，冬奥会奖牌设计参考了南越王墓出土的同心圆纹玉璧，
象征“天地和，人心同”，奖牌挂带采用中国传统的桑蚕丝
织造工艺，奖牌挂带的色调是以红色为主的，体现了春节文
化的传统。书记强调：“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
重大课题，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
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古往今来，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中，经过一代代
的共同努力，形成了独树一帜、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所
体现的是割舍不断的精神命脉，是永葆青春的力量源泉，更
是开创未来的重要基石。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在对待传统文
化时，要保持历史和现实相统一，尊重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
承，为促使文化“活起来”“实起来”“强起来”打下坚实
基础。

当好文化道路上的坚定工匠者，精益求精去打磨。

北京冬奥会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最终以9枚金牌4枚银牌2枚
铜共15枚奖牌的总成绩，排名奖牌榜第三，创造了参赛史上
最好成绩。当我们惊叹于运动健儿的好成绩时，还应该关注
到冬奥设计者们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正是他们精准地把
握了每一个细节之处，才呈现出这一届冬奥会的精彩、非凡、
卓越，这是工匠精神的体现，更是中国精神的彰显。“顶
流”冰墩墩在10个月时间里，设计方案历经21次大修改，无
数次小修改;北京冬奥会会徽“冬梦”和冬残奥会会徽“飞



跃”在八个月的时间里被修改近万次;冬奥火炬的设计经历了
超1000张的手绘草图、120版的3d建模方案、30余版的手板打
样，最终才使得“飞扬”得以惊艳世人。作为党员干部，应
当学习工匠精神背后具有的优秀品质，绝不能够产生“得过
且过”“差不多、过得去”的错误思想，要端正工作的态度，
以“精”字当头，“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工作，这样才能
不负人民的嘱托，不辜负党的期望，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工
匠”、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

当好文化道路上的勇敢创新者，坚持不懈去奋斗。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更是通往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优秀的
文化作品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创造的能力和
水平。北京冬奥会的“科技范儿”贯穿于场馆建设、基础设
施、服务保障、转播技术的全过程，人工智能、5g信号覆盖、
风洞实验室、“超级大脑”等、这些无不是文化硬实力的重
要体现。书记指出：“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
越前人的竞胜之心”。面向未来，广大党员干部不仅需要兢
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同时也要注重创新发展。不少党员干部
对待创新，浮于表面，内心焦虑，敷衍了事，存在故步自封、
陈陈相因、凭空虚造的虚假创新现象，真正的创新应该是源
自党员干部的内心深处，应当具有“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
的主动学习精神，也要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精
神，这样才能在本职工作中实现突破创新，并能在创新的过
程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