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心得体会(实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我们写心得
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
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心得体会篇一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观后感心得体会1
“我会拼尽全力，努力站上最高领奖台为国争光。”1月16日，
到达张家口崇礼万龙滑雪场后，将出战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的景县籍高山滑雪运动员张梦秋，第一时间给景县的母亲高
立敏打来电话，平和的声音中透露着自信。

“她永远是我们的骄傲。”谈起身残志坚的女儿，高立敏满
脸自豪。

今年刚刚20岁的张梦秋，有着6年运动员职业生涯。14岁时，
因患小儿脑性瘫痪导致身体具有一定运动功能障碍的她，成
为了河北省残疾人冬季项目队的一名运动员，专攻高山滑雪
项目。因为身体原因，她的反应速度要比其他人略慢一些。
教练讲解的动作要领，别人一个小时就能学会的动作，对于
张梦秋来说需要花两三倍的时间才能掌握。但她不服输，在
教练的耐心指导下，刻苦训练，反复琢磨技术动作，最终熟
练掌握了各项技巧，取得骄人的成绩。2017-2018雪季，张梦
秋开始在全国比赛中崭露头角，并入选了国家集训队。
从2019年开始，她在新西兰南半球杯、残奥高山滑雪世界杯
等国际大赛中斩获6枚金牌，2021年更成为第十一届全国残运
会和亚残运会高山滑雪项目的三冠王。



在母亲眼里，梦秋是一个开朗、坚强，勇于不断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的人，一路走来也有着很多的不容易。梦秋曾
说：“我的梦想就是站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最高领奖
台”。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6年来，张梦秋绝大部分时间呆
在寒冷的训练场，一遍遍做好教练要求的动作，一个个完成
好安排的计划。长时间的训练和比赛,也给梦秋带来身体上的
伤病，但她仍专心训练，毫不放松。多年以来取得的各种优
异成绩，都离不开她的努力与坚持。

“一年回家一趟，非常想她，但想到她能为国争光，我也特
别理解。”高立敏透露，2021年，梦秋仅仅回到老家景县7天，
其它时间便全心备战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每周训练6天，每
天坚持在雪道上滑行6个小时，想家时只能打电话回来。每次
打电话，面对母亲“注意休息”的叮嘱，她也总是语调轻松
地叫大家放心，从未抱怨过训练辛苦或有压力。

“一直以来，我们全家人都很支持梦秋，也很关注她的历次
比赛进程。”高立敏表示，梦秋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比赛
当天，全家人将会通过手机、电视等渠道关注她的比赛，为
她加油鼓劲，自己也会提前准备好女儿最喜欢吃的美食，等
她赛完回家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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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强奋斗的故
事，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艰难前行的经历。终于，他们成功了，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为了成功付出了多少汗水甚至鲜血。
他们曾经一次次地摔倒，但每次摔倒，都是他们继续前行的
起点，他们是真的勇士，百折不挠就是最贴切的写照。

残奥精神包含着一种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赛场
内外，残疾人以不屈的毅力，挑战和超越生命的极限，奏响
了生命的最强音，以自我素质的提高和自身价值的实现，获
得人们的尊重，而不是同情和怜悯。同时也教育人们热爱生



命、珍惜生命，用积极进取的态度点燃生命的激情。

“超越、融合、共享”，简单的六个汉字，概括了48年残奥
会运动史的真谛。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残奥运动已经成为
世界和平的象征。残奥运动发展到今天，对于所有残疾人运
动员来说，不再仅仅是对奖牌的向往，更多的是对超越自我
和坚忍不拔精神的追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举办一场残奥会
也不再仅仅是展现该国运动员实力、水平，更重要的是展现
一个国家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和发展情况;对于整个奥林匹克
运动来说，不仅仅是为了汇集世界各国残疾人运动员参与到
竞技中来，更多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整个人类和平、友谊、
进步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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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完本届冬奥会的开幕式之后，我陶醉其中，五光十色的
光影渲染了整个会场，虽然是冬奥，但是春天的脚步时时刻
刻都能感受到，画龙点睛的冰五环、不一样的大雪花缀满了
世界各国的名字，浪漫抒情就像浓妆重彩的水墨画。其中最
为悬念和大胆的环节莫过于开幕式的点火部分，以往的奥运
点火部分，都是精心筹划，为世界留下了久久的回忆，运动
员远距离射箭点燃奥运圣火、空中飞人点火、高科技激光点
火、奥运名人点火。看完北京冬奥开幕式的点火后，是惊艳、
是释然、是回归，在世界日益倡导低碳环保的当下，搞一个
出其不意的大场面点火固然可以带给观众一个震撼，但是一个
“润物细无声”的动作，由中国运动员将最后一棒火炬放在
火炬台上，围绕其中的大雪花有各国名字刻在上面，太出人
意料了，不点而点，非大火而是微火代表永恒绵长、生生不
息，是载入史册的仪式，简朴的才是最真的。

让世界期待接下来运动员的表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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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赛场上都会关注英姿飒爽的运动员，却很少关注那
些平凡的普通人。而那些平凡的普通人，在奥运会的顺利举
办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许多志愿者在零下十多度的寒冷环境中
测试奥运服装，尽心尽力的为运动员和观众服务。一些冬奥
会的运动员也是出身平凡的人，他们出现在冬奥会的赛场上，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们用平凡人的勇气出现在赛
场上，以运动员的身份为国争光，他们就是赛场上的英雄。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平凡人也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无法参加运动会的人在默默的关注着运
动会的情况。

有这么一位放羊娃，名叫韩同元。在新中国举办的首次滑雪
运动会上，18岁的韩同元夺得男子20公里越野滑雪比赛的冠
军。而他滑雪的最初目的，竟然是为了放羊。当时，家住吉
林市北山脚下的他，在冬天放羊，羊群在跑的过程中，他追
不上，圈不住，于是就自己动手制作了简易的滑雪板。每天
经过十几公里的追羊撵羊，这位普通的“放羊娃”最终成了
体育健将。在同同伴们的滑雪比赛中，他都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痴迷于滑雪运动的他，不仅在冬天训练刻苦，在夏天也
常常挥汗如雨。只可惜上天给了他生命中一个遗憾，韩同元
未能走向国际赛场。他自己也表示，如果能进入国际赛场，
极有可能拿到名次。伴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
近，韩同元觉得，自己这一生能赶上冬奥会，已经十分幸运
了。同时，他也希望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可以取得好成绩，给
中国争点光、争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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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残奥会进入第2个比赛日，在全天共产生的8枚金牌中，
中国运动员接连创造佳绩，获得4金1银3铜：郑鹏和杨洪琼分
别获得了残奥越野滑雪男、女长距离(坐姿)的金牌，梁景怡
和张梦秋则摘得残奥高山滑雪男、女超级大回转(站姿)的金



牌。

中国队已获得了6金4银6铜，奖牌总数达到16枚，居各参赛代
表团首位。

3月6日上午10时，残奥高山滑雪和残奥越野滑雪比赛分别在
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张家口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同时开赛。
在首先结束的残奥高山滑雪女子超级大回转(视障)比赛中，
中国选手朱大庆获得一枚铜牌，这也是她继首日比赛获得女
子滑降(视障)银牌后再度摘得奖牌。

接下来进行的残奥高山滑雪女子超级大回转(站姿)比赛，中
国选手张梦秋以1分13秒54的成绩获得金牌，法国选手玛
丽·博歇以1分14秒97的成绩获得银牌，加拿大选手阿兰
娜·拉姆齐以1分16秒84的成绩获得铜牌。

在3月5日进行的残奥高山滑雪女子滑降(站姿)比赛中，张梦
秋获得一枚银牌。“能用自己的努力把昨天的银牌换成金色，
我太高兴了!”张梦秋说，“通过昨天的比赛，我(今天)感觉
轻松了一些。昨天的奖牌给了我很大信心，我对自己未来的
比赛也更有信心了。”

在随后进行的残奥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站姿)比赛中，
中国选手梁景怡以1分09秒11的成绩获得金牌，奥地利选手马
库斯·萨尔歇尔以1分09秒35的成绩获得银牌，加拿大选手亚
历克西斯·吉蒙德以1分10秒02的成绩获得铜牌。

残奥越野滑雪共产生两枚金牌。在首先进行的男子长距离(坐
姿)比赛中，中国队有三位选手出战。最后，郑鹏以43分09
秒2的成绩获得金牌，毛忠武以落后14秒6的成绩获得银牌，
另一位中国选手杜天获得第四名。

29岁的郑鹏来自福建莆田，在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上获得该
项目的第四名。他说，此次获得金牌是梦想成真的时刻。他



坦言，在四年的备战期间，有一段时间的训练让他感到无所
适从，“这让我非常焦虑，很感激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团队，
带我走出低迷并超越了自己”。

残奥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坐姿)比赛，中国队同样派出三位
选手出战，杨洪琼一公里过后即冲到了最前列，并逐渐拉大
了与对手间的距离，最后她以43分06秒7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列所有参赛选手中的第一位，为中国队收获了当日的第四枚
金牌，她的队友李盼盼获得铜牌。

32岁的杨洪琼说：“想到我平时训练流下的泪水和汗水，还
有我为训练付出的所有努力，这枚金牌是给我的最好回
报。”

杨洪琼还特地感谢前来为她加油助威的观众：“其实我在比
赛的后半段感到很累，但听到观众们为我加油，他们的鼓励
给了我力量，我感到自己又变得强大了。我想对他们说声谢
谢，他们太可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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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里约残奥会比赛首日，我省游泳运动员张丽和张英
勇夺1金1银，这两名运动员均来自我省商洛市镇安县。

据了解，张丽是我省出征里约残奥会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年
仅18岁，这届残奥会也是她首次参赛。北京时间9月9日早晨7
时许，张丽不负众望，在女子s5级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2
分48秒33的成绩超出预赛近7秒的成绩，再次打破她本人创造
的亚洲纪录，夺得我省运动员在里约残奥会赛场上的首枚金
牌。此前，她在预赛中的成绩是2分55秒8，破亚洲纪录。张
英在女子s7级100米仰泳决赛中不畏强手，以1分23秒34的成
绩夺得一枚银牌。张丽还将在12-17日s5级50米自由泳、仰泳、



100自由泳项目的比赛中向奖牌发起冲击。张英还将于13日向
女子sm7级200米混合泳金牌发起冲击。

年仅18岁的张丽是商洛市镇安人，先天性脑瘫，是本届残奥
会我省入选国家队11名运动员中年龄最小的。2012年9月入选
陕西省残疾人游泳队以来，张丽凭借坚强毅力克服常人难以
想象的困难，全身心投入训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迅速成
长，首次参加2013年11月举行的全国残疾人（22岁以下）游
泳锦标赛，即取得了女子sb4级100米蛙泳第一名的好成绩，
开始在泳坛上崭露头角。

正是由于她不断自我加压、刻苦训练，在2015年全国第九届
残运会上，夺得女子sb4级100米蛙泳金牌并打破全国记录、
女子s5级100米自由泳和200米自由泳银牌，在随后12月份美
国举行的残疾人游泳公开赛上，她表现抢眼，取得了女子s5
级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自由泳和sb4级100米蛙
泳四个比赛项目的第一。

张英，1990年11月出生于商洛市镇安县米粮镇树坪村一个普
通的农民家庭，她的到来给家里带来了许多快乐。然而天有
不测风云，在同龄小孩都已经开始走路的时候，小张英却无
法正常站立，家人遂带她四处求医，最后被诊断为双下肢残
疾。

虽然身患残疾，但命运却没有抛弃她，自2004年6月入选陕西
省残疾人游泳队以来，由于她训练刻苦，聪明好学、动作规
范，成绩不断提高，成为陕西省运动员获全国性以上运动会
奖牌最多的优秀运动员，被誉为“摇奖机”，先后获得第七
届全国残运会女子sb5级100米蛙泳金牌和s6级400米、200米
自由泳、4×100米混合泳接力、100米仰泳4枚银牌，并破一
项全国记录，在第八届全国残运会上获得女子sm6级200米混
合泳金牌并破全国记录和100米仰泳泳银牌，100米自由泳铜
牌。



2011年11月被选入国家队后，她不负众望，很快便脱颖而出，
2012年代表国家队出征伦敦残奥会，取得s7级100米仰泳第四
名的好成绩。在2015年7月英国格拉斯哥市举办的残疾人世界
游泳锦标赛上，张英克服了随到即赛的困难，同世界强手在
女子s7级100米仰泳比赛项目上进行角逐，以1分23秒的好成
绩夺得金牌。

祝贺两位健儿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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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2022年北京残奥会表彰大会心得体会1

残奥会上有许许多多的感人画面，这些画面让每一个看了的
人都深受感触，我见过一位残疾姑娘，她用一只手臂做到了
常人用两只手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她的名字叫娜塔莉娅帕蒂
卡，一个天生右下臂残疾的坚强姑娘，一个被誉为为乒乓球
而生的波兰“维纳斯”。13日是帕蒂卡在本届奥运会的首次
高调“出镜”，她代表波兰队与中国香港队进行女团小组赛
的第一轮比赛，虽然最终以微弱分差惜败。但比赛中，这位
独臂女侠还是赢得了全场的尊敬和掌声。在波兰排名第三、
世界排名第147位的帕蒂卡，从7岁起就迷上了乒乓球，11岁
参加残奥会，15岁赢得2004年雅典残奥会乒乓球冠军。今年
她还在世乒赛首轮小组赛中打败了世界排名第六的新加坡名
将李佳薇，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虽然帕蒂卡最终没有取得本
届奥运会女单的入场券，但她却得以代表波兰乒乓球女队参
加女团比赛，同时也力求在残奥会上捍卫金牌。作为残疾运
动员，帕蒂卡用别样的美丽诠释着体育运动的真谛，也感动
着世人。她是多么的坚强啊，仅仅一只手臂。它还能坚持打
乒乓球，她这种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场上，残疾人运动员之间是对手，胜负就在彼此的竞争之间。



但——他们在奉献高水平竞赛的同时，也在演绎着彼此关爱、
相互欣赏。

场上，裁判员是铁面无私的“法官”，决定着比赛的走向。
但——他们在严格执裁的同时，更用一颗关爱的心对待顽强
拼搏的残疾人运动员们。

积极向上，自强不息，顽强拼搏，这正是残奥会的运动会员
们所体现的运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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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残奥会场地自行车男子项目的比赛正在进行。澳大利亚
的电视台解说员语速越来越快，甚至来不及喘气，语速堪比
运动员车轮旋转的速度。随着两组运动员几乎同时冲过终点
线，解说员的声音终于平缓下来，屏息的观众也终于可以跟
着喘口气了。

残奥会带给人们的是同样吸引人的体育比赛，观众可以从中
获得同样的快感。这样精彩的体育比赛，与健全人参加的比
赛别无二致。澳大利亚残奥会运动员卡特里娜·维博日前在
北京说：“我希望大家都能看看残奥会比赛，有人认为残奥
会重在参与，竞赛次之，但我要说，残奥会跟其他任何运动
一样，每个运动员只有奋力拼搏才能成为佼佼者，残奥会一
样有兴奋和失望。”

今年31岁的澳大利亚田径运动员卡特里娜，18岁时被当作有
前途的球类选手进行培养。但不久后她患了轻度脑瘫，便转
战田径赛场，至今已在三届残奥会上获得3枚金牌、3枚银牌
和1枚铜牌。从健全人到残疾人，从奥运会到残奥会，卡特里
娜体会更多。她说，残奥会是真正的体育比赛，只不过运动
员碰巧身有残疾而已，但他们训练的艰苦比以前更甚。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残奥会正在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



澳大利亚，20年前残奥运动员甚至没有队服，而且要自己支
付旅费。现在运动员们不仅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大量资金支持，
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好的教练指导。媒体也比以前更关注残奥
会，电视转播时长增加了，报纸特写也是栩栩如生。这一切，
都与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献给世界同样精彩的比赛密
不可分。

2022年北京残奥会表彰大会心得体会3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非不能为也，盖因不去为也。
比如，失去双臂以后还能夺得游泳金牌；
没有一条腿，仍然能够参加正常人的奥运会并且获得不错的
名次；
双目失明，同样能在绿茵场上驰骋；
连生活自理都十分困难，却是运动场上的骄子。他们没有菲
尔普斯那样辉煌，也没有博尔特那样闻名于世，但当他们出
现在北京残奥会的赛场上时，所有人都不禁为之动容。也许，
我们还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身影已经深深镌刻在我
们心里。通过他们，我们突然对人生以及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只要你想做，你努力去做，就没有不能做到的事情。

残奥会就是这样在赛场之外让我们收获很多。扪心自问，比
起他们，我们拥有健全的身躯，但或许少了永不放弃的努力。

就像一句著名的广告词说的那样，世间“一切皆有可能”，
其关键就是你敢不敢想，敢不敢做，能不能付出超出常人的
汗水和决心。

无论是在电视屏幕上还是在报纸上，残奥会就是这样走进我
们的视野，给了所有人一个全新的感受。这些天，身边的人
无论熟悉的还是陌生的，谈起残疾人运动员，谈起残奥会，
每个人都露出肃然起敬的神情，许多人都若有所思地对过往
的生活进行一番心灵的拷问。

2022年北京残奥会表彰大会心得体会4



残奥会开幕式的名称为“和梦一起飞”，文艺演出时间约小
时，以北京残奥会会徽“天地人”的寓意为逻辑架构，形成
空间的旅行、时间的旅行和生命的旅行三个篇章。

传递出一切生命都有价值，一切生命都有尊严，一切生命都
有梦想的理念，体现出天地人和谐对话的已经，讴歌永不放
弃的精神。

静寂的体育场，时远时近的清脆鸟鸣拉开了空间的旅行的序
幕，一支太阳鸟兀然独立俯瞰全场。象征着光明和温暖的太
阳鸟缓缓降落在盲人歌手身旁，带给他温暖的同时，也倾听
着用歌声描绘出的美好家园。一位头顶蓝天白云的“旅行
者”也被深深吸引。本章比赛的高潮出现在《星星你好》节
目中，温暖的玫瑰色白玉盘中央缓缓升起，0名盲人姑娘如晨
曦薄雾般神奇的从白玉盘中流溢而出，以风格独特的手语舞
蹈向星星诉说着自己内心丰富的世界。

时间的旅行中首先带给人们是段永不停跳的舞步，小舞台上，
四川地震中不幸失去一条腿的芭蕾女孩继续着自己的芭蕾梦
想。一群残疾人演员用精巧、灵动的双手，模拟出活泼欢快、
层次分明轻盈跳动的舞步，展示出内心丰富的情感。悠悠的
钢琴声中，白玉盘陪我们从隆冬走到早春，从盛夏步入金秋。
钢琴旁的长椅上，一位你安排的老人静静的`听着琴声，感受
着生命的时光。

来到生命的旅行中，在吉祥物福牛乐乐的召唤下，青蛙、海
鸥、小牛、鸭子都来了。这是宇宙生命的聚会，是换了和谐
的节日，各种生灵尽情享受着生命的快乐。穿越了博大而空
灵的世界，传来了优美的歌声，把宇宙、时间和生命歌唱。
最后，蓝色的海面上（小舞台），白鸽、海燕、天鹅亲如一
家，御梦翱翔。

整场演出风格轻盈、浪漫、梦幻，与人温暖的感觉，显得高
贵而素朴，感人肺腑。演出中共有40多位残疾人演员参与，



传递出“超越、融合、共享”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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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之美、超越之美、残缺之美，在残奥会的赛场上时时处
处绽放着奇异的光芒!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进取、超越、希望和
梦想，也让我们更深刻体会了“精神寓于运动”的理念。这
是残奥会给残疾人运动员带来了美丽，残疾人运动员更因残
奥会向世界释放了他们残缺的美丽。

诚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做一个肢体健全、心智健康的人，
但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投向那些残疾人、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
给他们以尊重和帮助，给他们以施展才华和超越梦想的舞台，
这就是残奥之美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同时也
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北京冬奥盛会，向世
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阳光、富强、开放、
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有助于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
的内外部舆论环境。正因此，我们不仅要办好盛会，也要以
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的方式，讲好中国再次与奥
林匹克结缘的动人故事。

我们要讲好各国奥运健儿激情拼搏的故事。冬奥会开幕日益
临近，全球冰雪健儿正争分夺秒，为梦想冲刺。中国冰
雪“金牌之师”国家短道速滑队已经实现满额参赛;17岁小将
苏翊鸣在大跳台世界杯美国斯廷博特站比赛中夺得男子单板
滑雪金牌，创造了中国滑雪新的历史;两届冬奥会花样滑冰男
单冠军、日本运动员羽生结弦，期待在北京挑战高难度的四
周半跳动作……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世界顶尖
的冬季项目运动员将会聚在中国，向世界呈现精彩的冰雪竞
技。无论是否站上领奖台，拼搏就是最动人的故事。这些故
事，共同组成了奥林匹克运动熠熠生辉的精神底色。深入挖
掘这些故事，将激励更多人用奋斗成就梦想。



;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心得体会篇四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奥运是一次人类体能的绝好展现，健儿们在舞台上表演着坚
强的意志、优美的姿态和灵活的技巧，数以万计的观众为他
们喝彩，下面给大家分享关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
观后感2022最新，欢迎阅读!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观后感【篇1】
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六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就可以解释这一切：
更快、更高、更强。它充分表达了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奋
斗精神，大无畏的精神，同时激励着人们不断超越自我，永
远保持着蓬勃的朝气。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呢?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是党和国家的希望，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明天，我们将肩负
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所以，为了完成这神圣的使命，我们不
仅要勤奋刻苦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好好学习，努力奋斗，
更要坚持不懈的锻炼自己的身体，磨练自己的意志。如此，
才能点燃一盏盏奥运之火，高歌一曲曲奥运赞歌，勾勒一幅
幅奥运蓝图。

我国有许多健儿，比如“跳水皇后”郭晶晶，“飞人”刘翔，
“乒坛女皇”邓亚萍，“移动长城”姚明等等，他们在奥运
会的竞技场上，浴血拼搏，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哪怕失
败了，也丝毫不气馁，反而迎难而上，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也许我们无法像他们那样为国家争得荣誉，但从奥运健儿的
身上所体现出的奥林匹克精神，却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吧，向奥运会上的体育健儿学习，发
扬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吧!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观后感【篇2】

奥运精神是什么?是“自信、自强、自尊”。

三者中缺一不可。

自强是什么?是努力向上，是奋发进取，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
憧憬和不懈追求。自强者的精神所以可贵，在其依靠的是自
己的拼搏奋斗，而非靠别人的帮忙。自强是自立的前提，不
自强无以自立;自立是奉献的前提，不自立何谈奉献。自胜者
强，自强者胜。有人说：“战胜别人的人只是有力量，而战
胜自己的人才算坚强”。自强与成功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
自强者未必都能成功，但“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

美国作家爱默生也曾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在成功过程中，有困难也有挫折，因此，选择了一件事，就
等于选择了挑战自我。保持一个健康稳定的心理，是事物成
功的关键。成功靠自信。自信多一分，成功多十分。坚持自
学，不言放弃是成功者共同的成功特点。如果一个人抱着试
试看、随大溜，甚至凭一时的冲动加入到一件事中来，想象
不到自学的艰难和曲折，这样的动机难以产生持续的自我激
励力，事情就不会成功。

奥运精神也是这样，只要努力向上做到自强、不言放弃做到
自信、不灰心，不放弃做到自尊。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观后感【篇3】

2022年2月4日晚8点，第24届冬奥会开幕式在中国国家体育场
鸟巢举行，奥林匹克的火种再度点亮千年古都北京。根据学
校安排部署，当晚全校同学在家准时收看北京2022年冬奥会
开幕式。各年级各班同学都积极参与，加深对2022年冬奥会
的认识，深入学习奥林匹克体育精神。



随着二十四节气惊艳亮相，北京冬奥会盛大启幕。从黄河之
水天上来，到迎客松盘桓鸟巢，每个创意都让人拍案叫绝;从
普通中国人手手相传国旗，到五星红旗与冰雪五环交相辉映，
每种情怀都直抵人心。“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当冬
奥会开幕遇到立春，涌动的是勃勃生机，蕴藉的是热切希望。
今晚冬奥会开幕式交出了当代先进科技力量赋能冬奥会赛场的
“中国答卷”，展现了科技奥运与人文奥运相融互鉴的新图
景，空灵而浪漫，每一分钟饱含中国人的思考。

任何一项世界级大型运动盛会，都是集中展示人类作为命运
共同体的宏大力量时刻。今晚，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让我们
感受到了久违的来自人类的磅礴及温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有理由为此感动，作为中国人，我们更可以无条件自豪。
当国旗从人民传递到军人手上被举起的那一刻，翻滚的血液
和模糊的视线清晰地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深植在我们的血脉
里，厚藏在我们的灵魂中。

本次冬奥会开幕式让同学们对大国崛起的从容、和平和担当，
对奥林匹克体育精神都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大家以谈体会、
抒感想的方式交流观后感，弘扬新时代正能量。北京冬奥会，
不仅展示了冰雪运动的精彩，更展示了全世界共同抗击疫情、
一起向未来的决心和信心。极寒中常常孕育着新的`生机，新
的一年，一起加油!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观后感【篇4】

强国七十年，儿女英雄梦。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
国——这颗冉冉升起的东方巨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发
展。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更是以崭新的姿态雄踞
于世界之林。作为一名中华儿女，我的内心无比骄傲和自豪。
我的祖国正在昂首阔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进而展现出它
华美的容颜。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我们的祖国将于2022年2月4



日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冬季奥运会。届时，我们的首都北
京将连同张家口市共同作为主办城市。这是我国继北京奥运
会、南京青奥会之后举办的第三个奥运赛事。到那时，北京
将成为史上第一个举办过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奥林匹
克运动会的城市。同时，这也将继1952年挪威的奥斯陆之后，
时隔整整70年后，第二个举办冬奥会的首都城市。

我作为一名有上进心、爱国的志士少年，将一如既往地准备
着，努力着，奋斗着。用我坚强的意志和勤奋的汗水，塑造
出一个过硬的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为我们的祖国能够顺
利并且成功的举办冬奥会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希望我和冬奥的这个约定能够如期
而至。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中国的强大从少年做起，
少年强则中国强。我们要让五湖四海的宾客都竖起大拇指说
一声：“厉害了!中国!”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观后感【篇5】

百年之梦想，今日终圆梦。第__届奥运会于20__年8月8日在
北京盛装开幕。历时16天完美闭幕，_亿中国人终于圆了自己
的梦。

奥运会在我们中国举办，标志着我们中国有能力办好世界性
的体育盛事，奥林匹克的旗帜飘扬在北京的上空，我们是多
么的骄傲和 自豪呀!

奥林匹克是一种倡导“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精神，更
是一种追求“和平、友谊、进步”的共同理想，奥运会是短
暂的.，但是奥林匹克精神是永恒的，奥运精神需要我们永远
地传承下去，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成为
世界强国。

我们现在还是小学生，不能参加奥运会为国家摘金夺银，在



生活中仍然可以表现出奥林匹克精神，对待学习我们要像刘
翔冲刺一样，在学习上冲刺，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各种
作业，用自己的勤奋学习，换来优异的成绩。

在生活中处处可以体现出奥运精神，同学之间的相互帮助是
一种友谊，师生之间的相互尊重也是一种和谐，是一种力量。
平时的一举一动也都可以传承奥运精神，比如：保护环境呀、
不乱扔垃圾呀、讲文明懂礼貌呀，等等，都与传承奥运精神
有关。

富强、民主、和谐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更快、更高、更强是
奥林匹克的精神，也是我们永远传承的精神目标，只要我们
永远传承奥运精神，相约好书，牵手美文，师生共享教育的
乐趣，我们校园的明天，阳光一定会更加灿烂!

;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心得体会篇五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29日电（记者姬烨）里约残奥会开幕式
创意总监热利29日表示，即将于9月7日上演的残奥会开幕式
将注重体现包容性，并且唤醒形、声、闻、味、触这五种感
觉。

“它（残奥会开幕式）将是关于包容和唤醒五感。”热利在
接受巴西《圣保罗州报》采访时说，“它将强调一种理念，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一颗心。”

据热利透露，残奥会开幕式的一个环节就是让观众在舞台上
看不到任何东西。此外，他说电视也将用更详尽的解说词来
转播开幕式，照顾视障人士。

里约残奥会开幕式将于9月7日在马拉卡纳体育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