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倡议女排精神演讲稿 女排精神演讲稿
(优秀7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
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倡议女排精神演讲稿篇一

中国女排在这里创造了历史：在全场近乎主场的氛围中，姑
娘们面对先失一局的不利局面，连扳三局，以总比分3比1击
败强大的塞尔维亚队，时隔20xx年后重夺奥运会冠军。

中国女排夺冠，国人欢呼雀跃!

马拉卡纳不仅见证了中国女排的夺金时刻，也再次印证
了“女排精神”的神奇力量。征战里约奥运之旅，中国女排
一路坎坷。磕磕绊绊地末位出线后，似乎是遭遇到命运的捉
弄，三场淘汰赛的敌手正是之前三场小组赛的赢家，身处逆
境的女排姑娘们没有放弃，她们选择了逆袭，成功眷顾了她
们。

那么，是什么原因在短时间内激发了中国女排的洪荒之力呢?

在赛后采访中，众女排队员们无一不提到了两点重要因素：
一是永不放弃，二是团结一致。前者强调的是个体的拼搏精
神，后者强调的是整体的团队精神。主教练郎平也指
出，“所有的困难都是比赛的一部分。”面对困难，她们没
有言败;面对比赛，她们精诚合作。在里约赛场上，女排姑娘
们生动诠释了“女排精神”，她们用行动告诉了我们：精神
的价值。



如此，“女排精神”的实质又到底是什么呢?

关于“女排精神”的产生渊源在这里不必赘言。曾经，中国
女排“五连冠”的战绩不仅为当时的中华儿女增强了民族自
豪，也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注入了精神动力，这极大鼓舞了奋
斗在各条战线上国人的工作干劲。如今，“女排精神”仍然
没有过时，并且被继续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有评论言：今
天，啃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硬骨头，涉过经济转型升级的险滩，
都需要发扬女排精神，去把困难踩在脚下，把责任扛在肩上，
把梦想化作风帆。

可以说，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女排精神”无疑给
我们奉献了一道精神食粮。

当前，面对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面对着完成供
给侧机构性改革的现实难题，为尽早实现“中国梦”的奋斗
目标，我们没有其它道路可以选择，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退缩，
在“女排精神”的感召和指引下，只有不断努力修炼内功，
攻坚克难，始终一路携手前行。

当然，如果只是单纯理解“女排精神”，在竞技体育赛场上，
中国女排也不可能是中国“三大球”项目中唯一世界王者之
师;在里约奥运赛场上，中国女排也不可能连续将三位曾经打
败自己的强者在短时间内变成手下败将。

这其中，既有科研、训练、生活等若干保障团队的贡献，也
有教练组和队员们在技战术层面上的求新求变。在经济社会
发展过程中，这样或那样的险阻也总是要降临，空有一腔热
血显然不能保证我们跨越沟壑，让天堑变通途。我们还要具
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够灵活多变地断掉所有堡垒，而
不是盲目地冲锋陷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
发展”也是居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为，桎梏是变化的，桎梏的存在是不变的，其应对之策就
是要推陈出新，才能有效避免发展停滞。中国女排就是敢于



在关键场次使用新人，在关键时刻改变战术，才打乱了对手
的方寸，赢得了比赛，这也是“女排精神”在新时代的新内
涵。

这其中，既要苦干，也要巧干，更要实干。无论是单场比赛，
还是某段时期，中国女排即使偶遇波折，却有能力重新回到
巅峰，是因为实力做保障，这离不开她们日复一日刻苦训练，
这也是“女排精神”的源泉。陷入改革的深水区，深潜的勇
气和避险的智慧是来源于潜水的能力。只有做大做强自己，
才有资格挑战困难和战胜困难。

因此，我们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冠的同时，更应该去挖掘并创新
“女排精神”，使其始终激励我们勇攀高峰，鼓舞广大职工
鼓足干劲，着力提升自身技能素质，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
军作用，让“女排精神”在劳动者中发扬光大。

倡议女排精神演讲稿篇二

常言道：“人多力量大。”团队可以减轻“独立无援”时的
不安全感，让我们我们感到更强大，更自信，也多了一份对
外来威胁的抵抗力。下面是小编为您收集整理的 女排团队精
神演讲稿，感兴趣的可以看看吧!

在北京时间8月21日进行的奥运女排决赛上，中国女排以3-1
战胜塞尔维亚女排，时隔十二年再次夺得奥运会女排冠军。
中国队也继苏联和古巴之后，成为第三支三夺奥运会女排金
牌的球队。对于中国人来说，眼前这支中国女排的表现，充
分的展现了三十五年前老女排精神。女排精神意谓着团结、
合作、奋斗，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对于在本届奥运会上低
开高走的中国女排来说，她们的表现完全符合传统的中国女
排精神，即不论何时何地，永不放弃!

1981年，中国女排参加了第二届女排世界杯，并夺得了冠军，



夺冠后，国内万众沸腾，这个冠军，对于当时生活处于百废
待兴状态的中国人心理刺激极强，提升了心理自豪感以及爱
国热情，"振兴中华"成为女排宣传画的必用口号。在夺冠后
的一个月中，中国女排收到贺信、贺电以及各种纪念品长达
三万多件，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上展现了团结、合作、奋斗的
精神，最终成为了中国女排的代表精神，这种精神强烈的推
动了爱国热情，成为中华民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金时代
中的领导精神。1982年，在女排世锦赛上，中国队再次获得
冠军;在1983年的第三届女排亚锦赛上，中国队打入决赛，但
在决赛中0-3负于东道主日本。尽管失利，但中国队仍以亚军
的身份进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女排赛场。

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团结、合作与奋斗，十二字为无私奉献、
团结合作、自强不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女排以
小组第一身份出线，在半决赛里遇到此前唯一输过的古巴队，
在连赢两局又被对手扳回两局的情况下，在决胜局胜出;在决
赛战俄罗斯时，俄罗斯前两局连续在最后时刻撑住，以30-28
和27-25连胜两局，中国女排绝地反击，3-2逆转夺得冠军。
在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以哀兵之师出战，小组赛里仅胜
两场，以小组第四出线，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连斩此前十
八连败的巴西和小组赛里输过的荷兰及塞尔维亚，这种在绝
境中爆发出的斗志，正是从1981年开始的女排精神的持续体
现，即团结、合作与奋斗，及在逆境中永不放弃的精神。

中国女排的精神，在体育层面，意谓着逆境中的爆发，以及
团结奋斗的精神。在中超第23轮，杭州绿城主帅洪明甫在赛
前以中国女排逆境中不屈斗志的激励绿城球员，结果绿城终
结对恒大的11连败，战平对手。可见，女排精神通用全体育
界，同时，通用于中国社会。

女排精神首先给中国人带来了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女排精
神反应了一种纯粹的、对自己信念的坚持。对于此时的中国
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正是一种对自己信念的重塑，而中国女
排，恰恰重塑了中国人的信念。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中



国女排精神，是强烈的、正面的民族精神图腾。

从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到1984年奥运会夺冠，中国社会
开展了无数次对女排精神的学习，学习结果体现到工作中，
就是忘我且无私的工作，奉献一词重新 被屡屡提起。当时，
在过去二十年间，精致的个人利己主义用各种方式包装，几
乎让中国陷入绝境;而中国女排，重新定义了民族精神，并用
她们在排球场上表现出 的团结、奋斗和坚持的精神及行为，
找回了中国人的信心及信念，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女
排精神足以让绝大多数人拥有希望。

2016年奥运会，郎平同样拥有一批优秀的球员，这些球员包
括惠若琪、朱婷、魏秋月和袁心玥、张常宁和林莉等人，没
有出色的球员，郎平也无法让中国队在淘汰赛上爆发。中国
女排并不缺少优秀的球员，但只有公平的选拔机制才能让优
秀球员得到更多机会;只有一位出色的.、懂得心理调整的教
练，才能让优秀球员的实力得到100%甚至是超水平的发挥。
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低开高走，在淘汰赛上斩掉了除美国
队外的所有强手，这得益于郎平在赛场上对球员的心理安抚
和调整，即使在决赛上遇到美国队，中国队也应能100%胜之。

1993年，栗晓峰成为中国女排主帅，他与中国女排队员 存在
明显的沟通障碍，并被抵触，1995年1月，他因为在1994年世
锦赛仅获得第八而辞职。

陈忠和的最大优势，是与球员 的沟通无障碍，此外，前女排
国手赖亚文从1999年开始担任助教，成为陈忠和的最好助手，
与赖亚文在，以往男教练与女队员的沟通问题，在陈忠和身
上完全不 存在。2003年11月，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夺得世界
杯冠军，这是18年后中国队再次夺得世界杯;2004年，陈忠和
率领中国女排逆转俄罗斯，夺得奥运会 冠军。陈忠和的成功，
与袁伟民、邓若曾几乎无法比较，此前的中国队暴露的问题
很多，但在打入决赛却失冠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心理不够稳
定。陈忠和轻松将这个问题化解，他不给球员压力，关键时



刻做战术调整时较冷静，又有赖亚文的辅佐。

女排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公平精神。在中国女排五连
霸的时代里，训练场上的付出是会获得收获的，没有任人唯
亲式的用人，教练员更不会把自己的压力，全部强压到运动
员身上。那种平和和球员感受的安全感，带来了胜利。被公
平选出的优秀球员，才能在球场上完全彻底的付出，依靠后
门入选国家队的球员，毁掉的不仅是女排精神中的公平正义
精神，还让更多优秀的球员感到沮丧无助，甚至是信念的丧
失。

球员实力是女排精神的保证，而公平公正的选拔球员是保证
球员实力的基础。回顾郎平的执教经历，除了细微的心理调
整以及精准的战术安排，公平，也是郎平重新给这支中国女
排带来的内容，公平让中国女排找回了冠军，重温了女排的
精神。

倡议女排精神演讲稿篇三

当中国女篮荣光不再，中国女足深陷困境，中国男排未能称
霸亚洲，中国男篮和男足成为无法言说的悲哀，在三大球项
目里，全部的希望都面临着崩溃。也许我们在国乒中自我满
足，在体操跳水里欢呼雀跃，但在世界的眼中，我们仍然是
黯淡无光的弱者，至少在体育上是这样的。可是今天，中国
女排在面对东道主巴西时奋力搏杀，赢下了这场荡气回肠的
胜利，让多少人湿了眼眶!在世界认可的三大球项目上，中国
女排依然昂首挺立!

排精神，是她们用“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精
神鼓舞了整整一代人。我们的父辈们，曾经在十几寸的黑白
电视机面前守候，看着一记记重扣欢呼雀跃、感动不已。

如今，中国女排五连冠的梦幻已然不再，我们可以在四五十



寸的电脑显示器面前观看着世界各地的体育比赛。但我们很
难再去为一直球队疯狂、感动，我们失去了梦想和信仰，我
们习惯了在三大球项目中的失败。当中国女排再一次用拼搏
和顽强战胜对手时，曾经的荣光和信仰突然焕发，一种莫名
的感动涌上心头。

女排精神是刻苦奋斗、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上个世
纪七十年代末，国人意识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充满了彷
徨和失落。中国女排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了时代的主
旋律，成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正式这个时候，为了
迅速提升中国女排的实力，时任女排的主教练对女排进行了
魔鬼训练。由于当时的训练条件十分简陋，女排姑娘们在地
上摸爬打滚，被摔得遍体鳞伤。没有球网，就用竹竿代替;没
有臂力器，就和对手比力气;没有创可贴，就有胶布粘贴。

在经历了严格而又残酷的训练以后，中国女排终于在短时间
内突飞猛进。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夺得了第一个世界杯
冠军，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不断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好成绩，
开创了女排五连冠的伟业。中国人民通过女排征服了世界，
他们重新唤起了民族骄傲，在媒体发酵和渲染下，各行各业
的劳动人民努力向中国女排学习，树立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信
心。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体育一度陷入低谷，虽然其间中国女
排曾经夺冠，但和数十年前相比，中国女排身上的信念和决
心已慢慢飘散。如今，中国女排面对坚不可摧的对手，她们
再次展现出了动人心魄的女排精神，让国人振奋不已，泪流
满面。

倡议女排精神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中国女排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以三场生死一线又荡气



回肠的胜利，表现出这支队伍具备的扎实的技术功底、团结
无间的团队意志、奋力拼搏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扎扎实
实打好每一个球的敬业精神。今天人们感慨的“女排精神”，
正是这一切的集成和组合。

经过三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之后，中国女排终于再次站上
奥运冠军的领奖台。有统计称，昨天上午女排决赛时段，几
乎一半以上的电视机都锁定在直播频道，创造了电视转播的
收视奇迹。一度淡出观众关注焦点的中国女排，以一种旋风
式的姿态，重新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相关报道见a12版）

在奥运会诸多项目中，女排在技术性、观赏性、竞争性、戏
剧性等诸多方面，都不是最顶尖的项目。对中国代表团而言，
26块金牌虽然为最近几届最低，但似乎也不独缺女排这一块。

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就是“女排精神”。

几乎伴随着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战胜巴
西的同时，报纸、电视、微信朋友圈及各路自媒体上，一个
久违了的词汇重新刷屏。“女排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成为舆论场上出现频次的热词。而当人们惊喜地再次感受
到“女排精神”带来的蓬勃气势和自信时，最终的金牌似乎
早已被中国观众早早地计算进中国的金牌账簿之中。随后与
荷兰、塞尔维亚的两场生死之战，似乎只是有惊无险的艰难
过程而已。

观念多元时代，对于“女排精神”自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认
知。譬如有人在感慨“女排精神”的同时，亦在小心地回避
其曾经的政治含义。另一些人则试图说明，帮助中国女排获
胜的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科学的训练、国际化的视野、
专业化的团队，乃至郎平的独特威望带来的制度变通等等。

一切都对。郎平自己也曾说过：单靠精神赢不了球，还必须
技术过硬。但是，其实没有谁在感慨或敬佩“女排精神”时，



是将其视为没有实力依托的空洞说教或心灵鸡汤。赢球必须
依靠实力，但有团结一心、永不言败的精神在，就可能把现
有的实力调整、发挥到极致，以发挥的效用、取得的收获。
而这次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一支实力并不被人看好的中国
女排，却在郎平教练的指导和激发之下，拼出了的状态，直
至登上领奖台。人们不盲，人们感受得到精神力量对女排姑
娘们的激励和支撑。

人们之所以对“女排精神”格外感动，或许也产生于某种对
照。部分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低迷状态，甚至足以让观众
感受到其懈怠、松弛，甚至漫不经心。从事超常艰苦的竞技
体育训练，需要极其强大的动力才足以支撑。为国争光的决
心，出于超常禀赋带来的热爱，或作为职业出发的敬业精神，
甚至单纯的争名求利的欲望，都可能成为支撑运动员坚持下
去的动力。但一旦徘徊于诸多目的之间而无所坚守，就可能
导致运动员的彷徨和松懈。而同处运动水平，稍有松懈便可
能一溃千里。这次的奥运会上，我们不幸就看到了这样的结
果。而这一切，都需要在未来进行深入的检讨和总结，却无
法用“不唯金牌论”而能遮盖和解释。

恰在本届奥运会的收官时刻，中国女排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
决绝，以三场生死一线又荡气回肠的胜利，表现出这支队伍
具备的扎实的技术功底、团结无间的团队意志、奋力拼搏永
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扎扎实实打好每一个球的敬业精神。
今天人们感慨的“女排精神”，正是这一切的集成和组合。
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点，中国女排可能都无法创造我们所看到
的奇迹。

至于这一新的“女排精神”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听听每家
每户窗口传出的欢呼声，看看从昨天到今天微信朋友圈的刷
屏内容，自然不难体会。这样的真诚反应不容作假，更值得
尊重和珍视。



倡议女排精神演讲稿篇五

中国女排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以三场生死一线又荡气
回肠的胜利，表现出这支队伍具备的扎实的技术功底、团结
无间的团队意志、奋力拼搏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扎扎实
实打好每一个球的敬业精神。今天人们感慨的“女排精神”，
正是这一切的集成和组合。

经过三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之后，中国女排终于再次站上
奥运冠军的领奖台。有统计称，昨天上午女排决赛时段，几
乎一半以上的电视机都锁定在直播频道，创造了电视转播的
收视奇迹。一度淡出观众关注焦点的中国女排，以一种旋风
式的姿态，重新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在奥运会诸多项目中，女排在技术性、观赏性、竞争性、戏
剧性等诸多方面，都不是最顶尖的项目。对中国代表团而言，
26块金牌虽然为最近几届最低，但似乎也不独缺女排这一块。

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就是“女排精神”。

几乎伴随着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战胜巴
西的同时，报纸、电视、微信朋友圈及各路自媒体上，一个
久违了的词汇重新刷屏。“女排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成为舆论场上出现频次最高的热词。而当人们惊喜地再次感
受到“女排精神”带来的蓬勃气势和自信时，最终的金牌似
乎早已被中国观众早早地计算进中国的金牌账簿之中。随后
与荷兰、塞尔维亚的两场生死之战，似乎只是有惊无险的艰
难过程而已。

观念多元时代，对于“女排精神”自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认
知。譬如有人在感慨“女排精神”的同时，亦在小心地回避
其曾经的政治含义。另一些人则试图说明，帮助中国女排获
胜的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科学的训练、国际化的视野、
专业化的团队，乃至郎平的独特威望带来的制度变通等等。



一切都对。郎平自己也曾说过：单靠精神赢不了球，还必须
技术过硬。但是，其实没有谁在感慨或敬佩“女排精神”时，
是将其视为没有实力依托的空洞说教或心灵鸡汤。赢球必须
依靠实力，但有团结一心、永不言败的精神在，就可能把现
有的实力调整、发挥到极致，以发挥最大的效用、取得最大
的收获。而这次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一支实力并不被人看
好的中国女排，却在郎平教练的指导和激发之下，拼出了最
好的状态，直至登上最高领奖台。人们不盲，人们感受得到
精神力量对女排姑娘们的激励和支撑。

人们之所以对“女排精神”格外感动，或许也产生于某种对
照。部分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低迷状态，甚至足以让观众
感受到其懈怠、松弛，甚至漫不经心。从事超常艰苦的竞技
体育训练，需要极其强大的动力才足以支撑。为国争光的决
心，出于超常禀赋带来的热爱，或作为职业出发的敬业精神，
甚至单纯的争名求利的欲望，都可能成为支撑运动员坚持下
去的动力。但一旦徘徊于诸多目的之间而无所坚守，就可能
导致运动员的彷徨和松懈。而同处顶级运动水平，稍有松懈
便可能一溃千里。这次的奥运会上，我们不幸就看到了这样
的结果。而这一切，都需要在未来进行深入的检讨和总结，
却无法用“不唯金牌论”而能遮盖和解释。

恰在本届奥运会的收官时刻，中国女排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
决绝，以三场生死一线又荡气回肠的胜利，表现出这支队伍
具备的扎实的技术功底、团结无间的团队意志、奋力拼搏永
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扎扎实实打好每一个球的敬业精神。
今天人们感慨的“女排精神”，正是这一切的集成和组合。
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点，中国女排可能都无法创造我们所看到
的奇迹。

至于这一新的“女排精神”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听听每家
每户窗口传出的欢呼声，看看从昨天到今天微信朋友圈的刷
屏内容，自然不难体会。这样的真诚反应不容作假，更值得
尊重和珍视。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体育一度陷入低谷，虽然其间中国女
排曾经夺冠，但和数十年前相比，中国女排身上的信念和决
心已慢慢飘散。如今，中国女排面对坚不可摧的对手，她们
再次展现出了动人心魄的女排精神，让国人振奋不已，泪流
满面。

倡议女排精神演讲稿篇六

当我知道公司要举办一个关于亚运的演讲比赛的时候，我就
一直在想演讲我要讲些什么。回顾已经落幕的广州亚运会，
实在是有着太多太多令人感动鼓舞的画面。从飞人归来的刘
翔，到挂着12块金牌接受队友们“顶礼膜拜”的王治郅;从带
着8个月身孕夺冠的韩国女枪手金闰美，到获得银牌之后泪流
满面的香港姑娘黄蕴瑶；从没有教练、没有队友一个人代表
国家队的伊拉克选手亚拉·阿扎德，到参加了20年前的北京
和今年的广州两届亚运会的老将张山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
多。广州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金灿灿的奖牌，还有沉甸甸的感
动，以及为体育精神所带来的震撼。而今天，我要讲的是为
中国军团完美收官取得广州亚运会第199金的中国女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体育比赛看到泪流满面的经历，看到激
动地睡不着觉，就算在比赛结束的数天后回忆起来仍会有一
种热泪盈眶、心潮澎湃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讲中国女
排的原因。其实，对我来说对体育并不是特别热衷，对规则
方面也不是很了解。而06年的雅典和今年的亚运，这两场女
排的决赛都给我带来了极大地震撼。也正是中国女排第一次
让我切实的感受到了体育精神，这一群女排姑娘们带给我的
不仅仅是比赛的精彩，更是心灵上的震撼！女排精神已经是
不畏强敌、顽强拼搏的民族面貌的代名词。

还记得04年感动中国是这样形容中国女排的:中国女排，曾经
沸腾了一代人的血，也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长达20年的期
待。在2004年的一天，于无声处，绝地反击。是他们，让最
后的希望攀援着意志的肩膀上升，直到最后一记重扣敲开欢



庆的锣鼓。金牌唤回曾经的光荣，胜利开启崭新的梦想！

而这一次的广州亚运会，时光仿佛又退回到了6年前的雅典。

比赛开始后，韩国队25-21、25-22连赢两局。雅典的那艰难
的一幕又一次降临在了女排姑娘们的身上，决赛首先0:2落后
于对手。背水一战的中国队在第三局开始后打得气势如虹，
迅速取得大比分领先，带着16-5的比分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
并最终25-10扳回一分。关键的第四局开始后，双方比分紧咬。
老队员周苏红发球得分后，中国队16-13领先进入暂停，最
后25-17再扳一局。双方大比分战成2-2平。在决胜局上，中
国队又一次在12:14落后的不利情况下追成14平，最终16-14
获胜。

女排姑娘们激动地抱在一起大声痛哭的时候，我也情不自禁
的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这不是６年前的辉煌瞬间，但时光在
同样的眼泪和笑容中交错。颁奖的那一刻也格外令人动容，
近万名现场观众与女排姑娘们合唱国歌，那种震撼人心、响
彻体育馆的雄壮歌声，既体现了国人对几代女排人的钟爱，
更体现了集体项目那种团结人心、振奋民心的巨大影响力。

一次又一次的被女排精神所感动，这种身处逆境，互相鼓励，
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也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我们每
个人总是会遇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挫折和困难，无论是
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有着像中国女排一样，
不畏艰难、顽强拼搏、坚持到底、永不言弃的精神，不管最
终结果怎样，我们都能在这样一个拼搏的过程中得到很大收
获。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开心幸福！

倡议女排精神演讲稿篇七

北京时间2019年8月21日，对于国人来说，注定是一个难忘的



日子。这天上午，在里约奥运会赛场的马拉卡纳奇诺体育馆
内，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比1的领先优势，力克塞尔维亚女排，
斩获奥运会金牌。

时隔2019年后，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又一次通过自己的拼搏，
站在了奥运会冠军的领奖台上。这也是中国女排继1984年洛
杉矶奥运会和2019年雅典奥运会折桂后，第三次获得奥运会
冠军。

中国女排夺冠后，人们沸腾了。这些连日来拼搏在赛场上的
姑娘们，情不自禁地相拥而泣。汗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见
证了这一重要的时刻。这泪水，是幸福的泪水，也是高兴的
泪水。

女排姑娘们，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顽强拼搏，为全国人民做出了榜样，让国人懂得了什么是拼
搏，什么是永不言败。女排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前，我市正处于圆满收官、“十三五”扬帆启航的历史时
期，正在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提出了“复兴千
年古镇、重塑世界瓷都、保护生态家园、建设旅游名城，打
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的发展定位。

这不是一场只关乎输赢的比赛，我们震撼的是她们一次又一
次的绝地反击，能够在摸爬滚打中不抛弃不放弃，正是这样
的精神让我们感动到热泪盈眶。武僧团的学子们，女排精神
所诠释的是体育精神，也是武术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