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回放完整版
北京残奥会闭幕式心得体会(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回放完整版篇一

残奥会是世界上最具包容性、互助性的体育盛会之一。在上
周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举办的残奥会闭幕式上，我们见证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分享彼此的成功和荣誉。作为观众和
志愿者，对于这场令人难忘的盛宴，我深感欣慰并获得了许
多宝贵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感受与观察

闭幕式开始时，现场变得灯火辉煌，烟花四起。整个场馆都
将焕发出各种光芒，彷佛此时的我们置身于一个魔幻的世界
中。那个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能量和能量，由此可
见，这是一个具有十分特别意义的时刻。残奥会闭幕式的主
题是“携手追梦，向未来”，徽章象征的是“人类的拥抱”。
这提示着每个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和观众，他们都在为了同样
的目标而竭力奋斗，即践行着“残奥精神”。

第三段：强调互助与互联

残奥会不仅仅是因为体育精神和体育事业而受到全球尊重。
从这一年的主题到世界各地运动员的展现，残奥会强调互助
和互连。这个概念旨在鼓励参与者和观众闪耀光芒，为人们
提供情感和身体方面的支持。这不仅仅是关于胜败，而是关
于支持对每一个人的平等帮助。这种构建爱和可持续性的途



径无论发生在任何地区，都会在未来的时间里造成影响。

第四段：强调平等和包容

残奥会强调平等和包容，这也是这个赛事所带给世界的最重
要的价值之一。这不仅仅展现在运动员的比赛中，也反映在
志愿者们的工作中。无论是参与者还是志愿者，残奥会都能
够为他们提供平等和友善的环境。这种和谐和平等的特色给
我们每个人带来了无限的启示，并证明了在联合共进的过程
中，我们能够达到的目标的高度。在这里，人们不仅是观众
和参与者，更是协力完成这一历史性赛事的人们。

第五段：总结和反思

在残奥会闭幕式上，我们向这些残奥选手表示最深的祝贺。
我们分享他们的胜利和挑战，并为他们的坚韧和毅力而感到
自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残奥会教会我们
真正理解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教我们如何在面对挑战和失败
时保持积极的态度。我对这个赛事的安排、服务和细节的表
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短短的日子里，我们和这些来自世界
各地的残疾人士一起，共建一个充满梦想的世界。在旅程的
每一步都有人为我们保驾护航，并帮助我们迈过每一个难题。
最后，我想向每一位参与者、观众和志愿者致以诚挚、深深
的谢意。

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回放完整版篇二

2022年北京残奥会已经圆满结束，让人们见证了残疾人运动
员的勇气、毅力和坚定信念。在闭幕式上，我们看到了精彩
的文艺表演、热烈欢迎的掌声和赞扬，这是我们见证历史瞬
间的时刻之一。在此，我将分享我对这次闭幕式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多元文化的世界



在闭幕式上，我们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分别展示了他们独特的声音和风味。这个
时候，我感觉我们的世界是如此多元和美丽。不同的文化交
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给我们带来了更
多的机会和挑战去学习和理解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

第三段：残疾人的实力

这次残奥会是一个展示残疾人实力和力量的舞台。在比赛中，
残疾人运动员展示了他们的毅力、坚持和超越自我的决心，
这令人叹为观止。在闭幕式上，我们看到了许多残疾人运动
员站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证明他们成功和实力的时刻。

第四段：北京精神的弘扬

闭幕式上，北京精神如此强烈和明显。它是在困难时期坚强
的信念和意志力、团结协作、开放和进步的具体体现。这种
精神激励了北京人在面对许多挑战和困难时不屈不挠地前进。
这种精神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精神。

第五段：我的感受和体会

这次残奥会闭幕式，让我感到了许多：我更加了解了诞生于
北京的残奥会，更清楚了解了残疾人的复杂情况和展示自己
实力的途径。我感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文化的美好，我意识到
我们的世界是多元和美丽的，我静静地思考着如何能更好地
学习和理解不同的文化。此外，我感受到了北京精神的强大，
我希望我们都能坚持这种精神，并亲身体验它们的力量。

总之，这次残奥会闭幕式是一次开阔自我的经历，也是对我
个人思想和意识的巨大启示。在这里，我们认识到世界的多
元化和残疾人的实力，同时，我们也珍视我们自己的追求乐
观的精神和他们的伟大成就。这个时刻和这种体验将会永远
留在我们的心中。



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回放完整版篇三

后冬奥时代，无障碍环境建设应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自觉，
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标配。

北京冬残奥会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人们在为冰雪健儿喝彩
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本届冬残奥会上的一些特殊关照措施。
比如，极少数残疾人士由于脊髓功能障碍导致体温功能异常，
对此，相关方面通过提供医学证明等材料，确保其正常参赛。
再如，不能佩戴口罩的少数人员被允许佩戴防护面屏，视障
人士也可携带导盲犬。

这些细微的服务工作，充分体现了北京冬残奥会的人文关怀。
其实，这些措施只是一个缩影，借冬残奥会的契机，北京乃
至中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都在大步前进。以冬残奥会场馆为
例，在此次冬奥会结束后的短时间内就已完成无障碍化改造：
国家游泳中心的看台无障碍坐席及卫生间均比原来增加一倍;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轿厢式缆车可供轮椅使用，轿椅式缆车
满足下肢残疾运动员带滑雪器使用;在张家口冬残奥村，下沉
广场设计建设了符合坡度要求的多折木质坡道，方便残疾人
通行。这些贴心设计受到不少称赞。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场馆的无障碍改造将永久保留，这意味
着这些场馆赛后也将向残疾人开放。残疾人的运动权利，并
不是在专业队伍里才需要，更不是只在比赛时才存在。如何
让运动进入广大普通残疾人的日常生活，这些场馆就是很好
的示范。

正因此，目前正组织编写的《北京20__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无障碍中国方案》，将总结展示此次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场馆
无障碍建设成果，并作为冬奥遗产为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无
障碍环境建设提供示范。

事实上，此次冬残奥会的举办，已把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



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比如，北京此前启动的“全市无障碍
环境建设20__-20__年专项行动”，围绕重点领域累计整治整
改点位33.6万个，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冬奥会冬残奥会赛
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基本实现无障碍化。张家口无障碍环
境建设的成果也非常显著。

可见，一次冬残奥会，极大地带动了无障碍环境的提升。以
此为契机，我们也当把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意识提上一个新高
度，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标配，甚至是今后城乡建设规划时的
“前置条件”。

而让残疾人可以更自由、更安全、更体面地进入日常，也该
成为人类社会运转的思维底色。因此，期待此次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不仅可以为无障碍建设提供中国方案，也能大幅
提升关爱残疾人的人文环境，让我们和“我们这百分之十
五”携手逐梦前行。

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回放完整版篇四

8月29日晚上，北京残奥会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热烈举行。余
温未消的奥运会将以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落下帷幕。作为一
名热爱残奥事业的人士，我特意在家观看了这次闭幕式。本
文将就此次闭幕式展开我的观感和体会。

第二段：精彩的表演

作为残奥会闭幕式的组成部分，表演环节是离不开的重要一
环。此次闭幕式在表演方面十分出色，特别是开场节目，激
起了全场观众的热情。多种乐器的演奏声夹杂着舞蹈表演，
瞬间推升了活动现场的气氛。除此之外，其他表演项目也十
分精彩，彰显了中国文化独有的魅力。我深深感受到作为一
名中国人的自豪感。

第三段：残奥会对于残疾人士的重要意义



作为残奥会的参与者和观众，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这项赛事
对于残疾人士的重要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竞技赛事，同时
也是为残疾人群体赢得平等、尊重和尊严的重要途径。闭幕
式上，残疾人选手代表中国队出场，让我们看到了残疾人士
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让我们倍感钦佩和敬佩。

第四段：环保运动的倡导

这次闭幕式也倡导了环保运动，表现了中国政府在环保领域
的努力和信心。整个闭幕式采用新技术，少用化学烟花，引
导全球人们倡导绿色环保。这种倡导方式不仅意在减少污染，
也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第五段：结尾

总之，此次残奥会闭幕式是一场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展
现了中国现代化的成果及其文化的魅力。观看闭幕式，我们
不仅仅目睹了精彩的表演，更加深了我们对于残疾人权益的
认知，并激发了我们的环保意识。希望这样的赛事能越办越
好，让更多的人关注残疾人士的权益和环境保护。

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回放完整版篇五

北京冬奥会上，短道速滑选手利用二次出发前的短暂时间临
时调整冰刀的场景，曾成为首都体育馆内一道特别的风景。
激战正酣的冬残奥赛场内外，使用专业工具为轮椅和义
肢“动手术”的技师，同样十分“金贵”。

李亚亚是北京冬残奥会赛区器材维修点的工作人员，几乎每
一位将轮椅或义肢交给他的运动员，离开时脸上都会露出满
意的笑容。他坦言：“看见选手的笑容，就是我们工作最大
的价值。”

李亚亚这次是跟随奥托博克公司的团队来为冬残奥会服务的。



据他介绍，此次他们在北京、张家口和延庆三个赛区都设置
了专门的器材服务点，“过几天我会去支援一下北京赛区，
那边的任务比较重。”谈及自己与运动、与奥运结缘的过程，
这个常年在海外工作的技师透露，体育在自己的人生中，一
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小时候是练游泳的，在昆明游泳队、火车头游泳队都练
过一段时间。”李亚亚说，“它让我学会了不放弃和坚持到
底的精神，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激励。”虽然李亚亚的专业
游泳训练没能延续，但体育的种子，却已在他心中埋下。也
是这个原因，他在升学时，将体育院校的运动康复学作为自
己专业的第一选择。

毕业后，李亚亚如愿进入运动康复领域工作，成为运动员背
后那个必不可少的依靠。几年后的一次机缘巧合，他获得了
前往加拿大工作的机会，并与轮椅义肢等器材“亲密接触”。
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所能为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提
供更多帮助，从那一刻起，李亚亚与冬残奥会之间的连线，
悄然开启。

在加拿大，李亚亚很快凭借良好的工作能力获得业内认可，
也确实如当初期待的那般，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当地的残疾人
提供了不少帮助。而一次在多伦多社区的残疾人慈善运动会，
更让他感受到了残奥运动员的不易。

在那场运动会中，主办方设置了体验环节，爱好体育的李亚
亚自然没有错过机会，体验的结果也给了他不小的震撼。李
亚亚记得，在尝试盲人跑步时，从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起，
他的身体就像一台停滞了的机器，不知道该如何运转，“虽
然身旁有引导员，但我一直没能适应这样的环境，找不到跑
步的节奏。”那一刻，这位业务能力出众的技师才真正感受
到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需要面对的艰难险阻，“我感觉自
己30米都移动不了，他们要绕着场地跑好几圈。还有轮椅篮
球，看起来不是非常难操作，但亲身体验后才了解，控制轮



椅方向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在那场慈善运动会后，李亚
亚做了决定，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赛场为残疾人选手提供
更好的服务。

实现心愿的机会很快来到，作为残奥会的合作伙伴，李亚亚
所在的企业向员工发出奥运服务意向邮件，他毫不犹豫地填
写了个人信息。“这次冬残奥会在我的祖国举办，我更应该
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现国人的风采。”

来到北京后，李亚亚首先被派到以雪上项目为主的张家口赛
区，参与运动员器材的调整和修复服务。据他介绍，目前张
家口赛区的器材处每天9点开始服务，一直延续到下午比赛结
束，“这几天比赛密度不大，基本到(下午)2点半或者3点就
结束了。”

这几个比赛日工作下来，李亚亚最大的感触，除了选手的拼
搏精神，还有器材维修中细节的重要性。“上周日，刚刚夺
得冬残奥会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坐姿)金牌的杨洪琼来调整
器材，她希望我们将她的冰椅调宽一些。”李亚亚回忆，他
和几个同事很快量出了器材的尺寸，并就不同方向的使用感
觉，乃至固定螺丝所在的位置，与新科冬残奥冠军进行了细
致地探讨。“到了赛场上，真正和器材为伴的，还是运动员，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尽量把每一个与器材有关的细节都做到
最好。他们站上这片赛场，已经非常不易，我们作为服务人
员，也要将心比心，争取让所有选手带着希望来，带着笑容
离开，真正享受奥运会的旅程。”李亚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