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残疾心得体会(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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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残疾心得体会篇一

残联冬残奥会作为全球残疾人冬季体育盛事，展示了世界各
国残疾人的勇气、坚持和团结精神。我有幸参与其中，亲身
体验到这场盛会的独特魅力。下面我将从场馆设施、组织协
调、竞技水平、文化交流以及对残疾人体育的思考等方面，
分享我在参加残联冬残奥会中的心得体会。

首先，残联冬残奥会所选用的场馆设施堪称一流。无论是赛
道、雪车道还是竞赛场地，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检测，保
证残疾选手们能够安全、顺畅地展示自己的技能和力量。我
参加的滑雪比赛场地起伏有致、标志清晰，每个参赛者都能
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进行比赛。这些优秀的场馆设施为
残疾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其次，残联冬残奥会组织协调水平高，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不管是参赛选手的报名、赛场的安排，还是比赛的计时成绩
和奖项颁发，每个环节都经过细致的筹划和合理的安排。组
委会的工作人员总是热情周到、耐心细致，解答我们的问题，
帮助我们解决各种困难。这种周到的服务让我们感受到组委
会对每位参赛选手的关怀和尊重。

第三，残联冬残奥会的竞技水平非常高。来自世界各地的顶
尖残疾运动员们各显身手，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独到技艺。无
论是滑雪、雪车、冰球还是冰壶，每个项目的参赛选手都经
过了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和磨练，他们不仅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也向世界展示了残疾人同样可以在体育赛事中取得出色成绩
的事实。

此外，残联冬残奥会不仅是一场竞技盛会，更是一个文化交
流的平台。参赛选手和观众们有机会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和
团结。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们在比赛结束后互
相拥抱、交换徽章，感受到了世界各国残疾人之间的深厚情
谊。此间还有文化展览、艺术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
们更好地领略到各国的风俗文化，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最后，残联冬残奥会让我进一步思考了残疾人体育的含义和
价值。在这里，我看到了残疾人勇敢追求梦想、超越自我的
精神。他们用行动告诉了我们，在残疾人体育赛事中，我们
不应只看到身体的缺陷，而是应看到残疾人拥有的无限潜力
和力量。我也深刻体验到体育对残疾人康复和心理健康的重
要性，体育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强身健体、积极向上
的生活方式，给残疾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总之，参加残联冬残奥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在这场盛会中
我看到了世界各国残疾人运动员的顽强拼搏和超越自我的精
神，也增长了见识，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残疾人体育的意义和
价值。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国际残疾人体育赛事，为
残疾人提供更多展示自己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和尊重残疾
人，共同创造一个更为包容和平等的社会。

残疾心得体会篇二

快到终点处，一个趔趄！在现场的几声惊呼中，刘子旭顽强
地稳住了身体，坚持到了最后，坚持来了中国代表团在北京
冬残奥会上的首块金牌！

5日上午，刘子旭在冬残奥冬季两项男子短距离（坐姿）比赛
中以18分51秒5夺得冠军，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冬残奥会上
的首枚金牌，也是中国残疾人选手获得的冬残奥会首枚雪上



项目金牌和首枚个人项目金牌。此前，中国代表团在2018年
平昌冬残奥会上获得了轮椅冰壶金牌，而在个人项目上获得
的最好成绩是郑鹏在平昌冬残奥会上获得的越野滑雪男子坐
姿15公里第四名。

乌克兰选手塔拉斯·拉德以19分09秒0的成绩排在第二，另一
位中国运动员刘梦涛以19分33秒3完赛，获得铜牌。

本场比赛共有20名选手参赛，24岁的西安小伙刘子旭排在
第17位出场。比赛开始后，刘子旭依靠第一轮射击的零脱靶，
从第4位上升至第1位。随后刘子旭在滑行中发挥稳定，第二
轮射击依旧五发全中。尽管在最后滑行时出现微小失误，但
刘子旭及时调整身体平衡，以明显优势夺冠。

首次参加冬残奥会的刘子旭在赛后表示，本场比赛发挥出了
正常水平，非常激动能够创造历史，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会全
力以赴。

刘梦涛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轮射击前排在十名以外，但依
靠第二轮射击的零失误，刘梦涛跃升至第3位，并在滑行中将
位次保持到了比赛结束。

刘梦涛坦言，赛前没有想到能够获得铜牌，在老家河北的赛
场上取得这个成绩感到十分开心，想把“金容融”先送给自
己。

本场比赛中国队派出4名选手，王涛和朱运锋分别排名第6和
第18位。

同样是第一次参加冬残奥会的王涛说：“感觉很激动，很爽，
这种氛围让人心潮澎湃。在射击上错过了两发，但对自己的
滑行十分满意。之后还有两场比赛，会竭尽全力去争取最好
成绩。”



残疾心得体会篇三

“我们非常享受这次中国的旅行。(延庆)残奥村真的很美丽，
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我们可以做游戏，也可以玩电子游戏，
这太棒了！”在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亚历山德拉·雷克索娃
和引导员埃娃·特拉伊奇科娃看来，在残奥村中的愉快经历
已经令她们印象深刻。

的确，北京冬残奥会三个残奥村为“村民们”在吃、住、行
等方面提供了细致服务。延庆冬残奥村建筑群依山而建，彰
显着中式建筑的独特风格。村内设有餐厅、特许商品零售店、
健身娱乐中心等生活设施，努力满足了参赛人员的各类需求。

墨西哥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佩尼亚洛萨盛赞道，“我真觉得
房间非常好，床很舒服，可以调节床垫靠起来。此外，吃的
太棒了。”

当谈及北京冬残奥会的无障碍设施，德国残奥高山滑雪选手
安娜-莱娜·福斯特表示，“这里的(无障碍设施)是很完美的，
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参加过索契、平昌冬残奥会的荷兰
残奥高山滑雪队教练尼基，同样对延庆冬残奥村以及国家高
山滑雪中心的设施印象深刻，“这里的硬件设施以及无障碍
设施，都是我所参加过的冬残奥会中最出色的！”

走上通往高山滑雪中心的高山缆车，宽敞的空间让人在享受
窗外别致美景的同时，能在紧张比赛间隙感受到几分安逸。
开赛前，不少运动员会背着滑雪装备，拿着雪板和雪具乘坐
缆车上山训练。而为了更好地服务残奥选手们，在缆车入口
处，志愿者会在此待命。此外，控制室会掌控缆车运行速度，
以确保残疾人运动员的顺利搭乘。

奥地利代表团秘书长佩特拉·胡伯曾表示，“运动员们能非
常方便地坐上缆车上山训练和比赛。”



从媒体中心到赛场，再到摆渡巴士站点，总能看到中国志愿
者热情服务的身影，在他们身边，中外运动员、记者脸上也
总会写满笑容。

“志愿者们给了我们极大帮助，我们对所获得的帮助非常感
激。延庆冬残奥村建得很好，房间和床都很舒适，交通也很
便捷。真的很棒！” 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凯特·麦克洛克林
这样说到。

“中国真的很美丽，开幕式的表演同样精彩，我们在这里很
开心。”残奥高山滑雪运动员约翰内斯·艾格纳以及引导员
马泰奥·弗莱施曼笑着回答到。而随着北京冬残奥会继续进
行，在这个被友爱、美好充斥着的初春，相信会有更多的国
外运动员将此次中国之旅视为珍贵记忆。

残疾心得体会篇四

残联冬残奥会是一项全球顶级、高水平的残疾人体育赛事，
旨在展示残疾人运动员的无限潜能和非凡才华。我有幸参观
并观看了这一盛会，在这次的体验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体
育的力量和残疾人运动员的坚韧与勇敢。

段落二：赛事激励人心

在残联冬残奥会的场馆内，我亲眼目睹了许多出色的比赛。
无论是滑雪、冰壶还是轮椅冰球，每位选手都展现出了超乎
寻常的才华和不屈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生
活中的任何困难都可以被克服，任何目标都可以被实现，只
要我们勇于追求。

段落三：奥会融合多元文化

残联冬残奥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和观众，这使得这
个盛会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平台。无论是残疾人还



是健全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这个平台上相遇、交流，
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这样的文化融合为世界带来
了更多的互动和和谐，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段落四：残疾人运动员的奋斗与突破

残疾人运动员的奋斗和突破是残联冬残奥会最令人感动的一
部分。这些运动员不仅要面对自己身体上的残疾，还要克服
种种困难和挑战。他们全身心地训练和比赛，不畏艰辛，不
放弃希望，以顽强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许许多
多的成功。他们的精神力量和勇气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让我意识到任何困难都可以被战胜。

段落五：助力残疾人融入社会

残联冬残奥会不仅是一项体育赛事，更是向全世界传递着一
个重要的信息：残疾人也有权利享受体育和娱乐，也有能力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通过这个平台，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看到
残疾人运动员无畏的精神和非凡的才华，改变了他们对残疾
人的偏见和认知。同时，残联冬残奥会也为残疾人提供了一
个展示自己能力和参与社会的机会，推动了残疾人融入社会
的进程。

总结：

参观残联冬残奥会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体验。我被运动员们的
坚韧与勇敢所深深感动，他们向世界证明了残疾并不是生活
的终点，只要有梦想和努力，一切都有可能。残联冬残奥会
不仅通过体育赛事激励人心，也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文化融合，
传递着残疾人的积极价值观。我相信这样的体育赛事会继续
发挥重要的作用，推动残疾人的权益和社会融合，让世界变
得更加美好。



残疾心得体会篇五

3月4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举办。在圆满完成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闭幕式手册设计任务
之后，北京印刷学院发挥“创意设计 艺工融合”的办校优势，
继续设计《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手册。该手册既是
展现开幕式内容与流程的重要视觉媒介，也是呈现奥运礼仪
与中国风范的核心载体，通过融贯古今、意蕴深远的视觉设
计语言生动演绎奥林匹克精神，展现北京“双奥之城”的特
色风采，为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增添了令人难忘的礼仪之美
与视觉之韵。

手册的整体设计理念，在“冬日暖阳”的主题中融入了积极
奋发的春之气息。设计团队与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导演沈晨
进行充分沟通，将“温暖”“感动”“现代”“奋发”等核
心元素融入视觉设计之中，既重视表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博大
气象，也着眼于通过灵动欢快的现代设计来表达“勇气、决
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

在创意元素的构思上，设计团队根据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的
主要信息，确定了两类视觉元素符号，冬残奥会元素：冬残
奥会会徽、雪容融、雪花、“we the 15%”标识、京张高铁、
动感线条、冬残奥会场馆等；中国文化元素：青绿山水、长
城、祥云图案等。通过冬残奥会元素与中国文化元素的充分
融合，在富有现代美感的诗画空间中展现残疾人运动员们自
强不息、勇于突破自我的精神。

在手册的整体色彩设计上，团队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增添了
更多的“暖色”表达。根据导演组对于冬残奥会温暖、感人、
时尚的审美需求，在冰雪蓝的色彩基调上，融入了大面积的
金盏黄。冰雪蓝突出冰雪运动的空灵与清澈，金盏黄则呈现
人与人之间彼此温暖与关怀的热情。

开幕式手册设计依照“简约而不简单”的整体要求，对于画



面的视觉设计既突出具有中国审美意韵的艺术感，又彰显简
约时尚的现代创意，综合呈现竞技体育的精神之美。如“仪
式前表演：《同在蓝天下》”的整体页面设计，在画面上方
艺术化地运用商周时期的祥云图案，通过五彩祥云表达了吉
祥喜庆、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愿景，既为画面增添了一抹
亮色，又将中国元素通过现代化的设计语言融入画面之中。
下方的山川图形与设色灵感来自中国古代青绿山水名作《千
里江山图》，传达出中国山川之壮丽与江河之秀美，也体现
出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再如“短片：
《燃烧的火种》”页面，设计构思突出了画面中央奥运圣火
的视觉意象，通过腾跃而起的流动光点来表现火苗意象，以
此象征生命的律动与能量的流动，展现运动员们顽强奋进的
拼搏精神。

手册设计过程中，团队既重视传统与现代艺术设计元素的融
会贯通，也重视在设计语言与设计元素的创意表达中，突显
中国新时代创新文化成就与“双奥之城”北京日新月异的城
市风采。如“主席致辞”与“宣布开幕”页面设计，既要烘
托奥运开幕式的热烈气氛，又要体现庄重、沉稳的视觉氛围，
同时强调环境与地域的独特性。除此之外，画面还用中国传
统云纹进行背景衔接，通过现代简约的设计手法来链接大国
气象、北京风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温暖吉祥的美好寓意。

在构思开幕式手册的页面编排与创意元素时，设计团队注重将
“超越、融合、共享”的理念融入整体设计之中。如手册内
页中运用“we the 15%”标识（“我们这百分之十五”，即残
疾人占世界总人口比例的15%），根据不同序号将图形方向进
行相应调整与旋转，在完成12个流程之后将标志复位，象征
着包容共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象。除此之外，
序号数字还进行了冰雪消融质感的艺术化处理，点明冬残奥
会的主题。“冬残奥圆舞曲”页面则在冰雪蓝与金盏黄交汇
融合的视觉氛围中突显冬残奥会的雪花元素与灵动跳跃的音
乐元素，以此来呼应圆舞曲的音乐主题。冰雪运动的痕迹与
乐谱线条的视觉意象叠加，通过五彩的色点、舞动的音符围



合成团结、圆满的视觉核心意象，在画面上营造出科技与现
代、温馨与浪漫共存的视觉氛围。

本次手册设计是北京印刷学院为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成功
举办呈现的美好而温暖的视觉记忆，为展现北京双奥城市风
采贡献了力量，更增添了回味无穷的创意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