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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总结写读书心得，我们可以反思自己通过阅读所获得的
启示和改变，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和人生境界。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军训心得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给大
家在写作时提供一些思路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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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追赶时间……”(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叶连平：1928年生，祖籍河北沧州，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
江镇卜陈学校退休教师。叶连平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
努力用知识改变农村孩子的命运，先后获得“全国德育教育
先进个人”“中国好人”“省优秀共产党员”和“省‘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20__年，叶连平义务办起和县关工
系统第一个校外家庭教育辅导站，19年来天天到岗，分文不
取。

这是普通的一天。这样的日子，老人已坚持19年。屋子在当
地远近闻名，叫“留守未成年人之家”;老人叫叶连平，现
已92岁，曾从事教育工作40年，退休后仍坚持为学生义务补
课。

“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做成，我不甘心啊”

叶连平佝偻着身子，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拿着教鞭指向黑板，
在讲台上来回踱步。他精神很好，脸上挂着笑容，连皱纹都
舒展开来……“where color is my t-shirt?这句话错在哪里
呀……”叶连平声音洪亮，抑扬顿挫。

“我喜欢读书，但只可惜辍学太早。”叶连平感叹道，“年



轻时我四处漂泊，蹉跎20多年。在人生最黄金的岁月，有很
多想做的事情没做成，我不甘心啊。”

叶连平的前半生十分曲折：出生在青岛，读初中在上海，18
岁在南京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做勤杂工，3年时间里接触到很多
公众人物，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当老
师，之后在安徽和县做过工、养过牲畜……直到1978年，卜
陈学校的一个毕业班连续一个月没老师来教课，有人推荐当
时已50多岁的叶连平，让他重新回到热爱的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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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附近学校但凡有老师生病了、离职了，他不问待遇、
不讲条件，第一时间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短则几个月，长则
几年。就这样代课，一晃又是10年。20__年，叶连平正式创办
“留守未成年人之家”，节假日免费给孩子们补课。19年来，
1000多个孩子从这里走出;现在还在上课的，仍有156个。

“让学生亲眼看看，比上课讲多少次印象都深”

这天，叶连平特别高兴，他的学生江明月来看他了。“我不
叫他老师，叫他爷爷。”江明月笑着说。20__年，江明月还
是卜陈学校初一的学生，因为语文老师临时有事，她遇到了
来代课的叶连平。家访中，叶连平发现江明月的家离学校太
远了，觉得江明月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路上，影响学习，就
和她父母商量，让孩子住到自己在学校附近的屋子去。

从此，江明月在叶连平家，一住就是两年。“叶老师辅导我
的学习、照顾我的生活，还联系不同科目的老师来帮忙。”
江明月说，“一次家访改变了我的人生。”如今在南京工作
的她，每当有空就回来探望爷爷。

像江明月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



1993年，叶连平到县办中学代课。“48个人登记在册，教室
里只有22个人，这怎么上课?”45天，他骑自行车跑遍了48个
学生的家，劝家长、劝学生，硬是把学生凑齐了。毕业那年，
这个班有11个学生考上中专，而另一个平行班只有3人。“不
家访，怎么能完全了解学生的情况、怎么能把他们教好啊!”
叶连平说。

将近20年，他就这样骑着自行车，奔波在去学生家的路上，
直到几年前不慎被撞伤，查出脑溢血加脑膜炎……“现在腰
有些直不起来，出不了远门，骑不了自行车，累的时候只能
坐在板凳上给孩子们讲课、批作业了。”叶连平有些遗憾。

“老师的工作，绝不止在三尺讲台上。”这是叶连平坚持的
理念。他还有个规矩：每年带孩子们外出游学两次，参观科
技馆、博物馆、烈士陵园，花的都是自己微薄的退休金。

“有一次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很多孩子都哭
了。”叶连平说，“让学生亲眼看看，比上课讲多少次印象
都深。”

“我没有那么亮，能做的微乎其微”

“曹冬雾，家庭困难，600元;王妹，父病母离异，600
元……”一张鲜艳的红纸贴在墙上，这是20__年叶连平奖学
金的发放公告。

20__年，叶连平同乌江镇政府、卜陈学校三方筹款6万元，成
立了和县乌江爱心助教协会暨叶连平奖学金。目前，奖学金
的规模已达30多万元，发放了7届，惠及132名学生。

“原想等我‘走了’以后把积蓄捐出来做点事，但现在就实
现了，我很高兴。”叶连平说，随着自己的事迹被传扬开，
不少学校邀请他去讲课，不少人来捐款捐物，他把钱都投入
到奖学金里。



叶连平也和很多高校建立了联系，每年寒暑假都有大学生来。
“之前有香港大学的学生来代课，他们的宗旨是快乐英语，
寓教于乐，给我很大启发。”叶连平说着，翻开了自己破旧
的笔记本，查看着记录。

王简是合肥市一所幼儿园的老师，20__年暑假，作为巢湖学
院的一名学生，她来这儿支教过。“我以叶老师为榜样，努
力地工作。”王简说。

“留守未成年人之家”的墙上挂满了锦旗和奖状，其中一个
写着：“乡村永不熄灭的烛光”。叶连平摇摇头说：“我哪
是什么烛光，我没有那么亮，能做的微乎其微。我充其量是
只萤火虫，因为失去的时间太多了，怎么也补不回来，我只
想追赶时间……”

中国女排精神展活动心得体会篇三

一段时间工作下来，毛卓云慢慢发现，这些在押人员内心很
敏感，也很脆弱，他们害怕冷漠和歧视，渴望被关爱。

一开始，为了民警的安全，所里四处找有经验的部门咨询，
购入了一批防护服和安全设施，还特意改造了几间隔离性强
的专门看管监室。

这套设备，毛卓云就用了一次。“穿得和宇航员一样，他们
连我的脸都看不见，心理距离太遥远了。”他干脆就和平时
一样，穿着制服就找在押人员谈话去了。

距离在一次次谈话中拉近，彼此也有了肢体接触，尽管只是
拍拍肩膀、握握手，或者一个拥抱，但对很多在押人员来说，
是一种莫大的尊重和安慰。“毛警官，自从我得艾滋病以来，
亲朋好友都不敢来见我，而你却敢这样和我面对面交谈。”
曾经的一位在押人员陈某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面谈话时，毛
卓云给他的那个拥抱。



艾滋病监区在押人员中，有近七成是吸毒或贩毒人员，他们
情绪极不稳定。毛卓云要采用各种办法，对他们的心理进行
疏导和干预。

一次一名在押人员得知自己的判决后，突然情绪失控，在监
室内自伤自残。“当时他脸色发白，双手冰凉，对人生充满
了失望、怨愤。”毛卓云用了很多办法安抚，效果都不明显。
最后，冒着被攻击甚至被传染的风险，毛卓云走上前去，拥
他入怀，才令他渐渐平复。“我该怎么救赎?”几次谈心谈话
下来，这名在押人员突然问毛卓云，又一字一句地说
道，“我要好好活下去。”毛卓云趁热打铁，告诉他，做好
事，一天做一件好事就是救赎。于是，他从擦床板做起，每
天积极打扫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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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的这块金牌,无疑是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分量最重
的一块;女排这场决赛,应该是本届奥运会最多中国人观看的
比赛。不靠明星,不比段子,比赛本身就是最吸引人的看点。
不分年龄和地域,多少人屏息凝神,同此欢乐。这就是体育的
价值、竞技的魅力。

在某种程度上被碎片化信息和娱乐段子分流了注意力的本届
奥运会,这样单纯地享受比赛的乐趣,是久违的美好体验。这
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还重新唤醒了一个词,女排精神。也让今
天的年轻人真切体会到,体育比赛所能带来的巨大振奋和凝聚
力。女排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拼搏精神,在这一刻满血复活。

当然,如郎平所说,单靠精神不可能赢球,实力基础、刻苦训练
和指挥布阵,都是必不可少的获胜因素。但是,在进入奥运决
赛圈的队伍中,中国女排实力并无绝对优势,队员阵容还曾饱
受质疑,能够一路战胜强手巴西、荷兰和塞尔维亚夺冠,临场
的那种精气神,就显得非常重要。敢于胜利、永不放弃、团队
协作,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女排精神。而这种精神,在今天并



不过时。

对本届奥运之旅,女排精神首先是一剂清醒剂:既然上了奥运
赛场,目标就要盯着第一,就要敢于胜利。很多人都感觉到,这
届奥运会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观众,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
有人说是历史性的转折:对金牌看得没有那么重了,不再盯着
奖牌榜“金金计较”;评价一个运动员,也不再只系于一次比
赛输赢。甚至有人说,运动员的一句话、一个表情都“胜过一
万枚金牌”。

我们当然理解,后者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是出于对锦标主义、
唯金牌论的逆反。不再金牌至上、运动员更加个性多元,也是
一个国家自信成熟的表现。但是,由“唯金主义”到“金牌并
不重要”,好像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唯金牌不等于不
要争金牌,宽容失败不等于宽容怯懦、懈怠。

这毕竟是奥运会,不想争第一,就没必要去赛场,不全力争取胜
利,是对对手和队友的不尊重,也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女排
的夺冠之路并不轻松,一波三折惊心动魄。但要知道,在奥运
这个顶尖赛场,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得第一。孤独求败如中国
乒乓球队,主教练刘国梁也说自己如履薄冰、夜不能寐。那些
虽败犹荣的传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已经竭尽全力。

女排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集体主义和团队协作。在三
大球这样的团体项目上,集体合作和信任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但即便是一些赛场上“单打独斗”的项目,同样离不开团队的
作用。任何一个奥运项目,都离不开教练、领队、陪练,离不
开协会和专业人员,还需要更多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不管
是作为公共事业的运动员培养,还是西方一些参赛“个体
户”,其实都离不开背后的团队和社会支持系统。

谈论女排精神,绕不开的还有爱国主义。出于对举国体制的反
思,以及思想和利益的多元,很多人不喜欢把体育比赛和“爱
国”挂钩,甚至把“为国争光”只当成套话和空话。但是,国



际性体育赛事,确实是和平时期展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民
风貌的窗口,也与国家形象和荣誉息息相关。

积贫积弱和“东亚病夫”的时代自不必说,即便在很近的时代,
体育比赛经常起到提振民族士气的巨大作用。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希望的田野上”,老女排催生了“团结起来,振兴中
华”的呼喊;奥运第一金、女排五连冠,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
浓重一笔。当今世界,体育健儿奥运赛场夺金,仍是为国家增
加荣誉。

奥运会以国为单位参赛,得第一的要升国旗、奏国歌,这些仪
式感,都在强化国民的归属感荣誉感。不仅是中国强调这些,
即便在所谓“个人主义”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人对金牌的
重视,不见得比别国逊色,金牌榜早就是第一了,还不放过任何
一个可能申诉的机会。还有运动员因为奏国歌时姿势不到位,
被网友指责“不爱国”。

虽然金牌不能代表一切,但一个国家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也可
以说明很多问题。尤其是逐渐剥离举国体制和“盆景项目”
之后,奥运会成绩也越来越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公众体育水平,
进而反映国民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而且,运动员在国际赛场
上表现出的顽强拼搏、勇争第一的精神,也会灌注到全社会,
融入整个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搞竞技体育,需要过关斩将争第一,
更不能少了这种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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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一场励志的赞歌！

女排夺冠，让闲适的周末荡起涟漪，是感动？是兴奋？是自
豪？举国欢呼的背后是精神的穿透力量。强势扭转巴西，奋
力赢下荷兰，竭力战胜塞尔维亚，在一场精神、技术与心态



的较量中，抱团发力的女排为他们在里约奥运赛场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也留给国人大大的`感叹号。

朋友圈被刷频，有人评价“女排归来，昨日重现”，有人写
下了铿锵有力的“点赞”，有人因为追忆而落泪，有人因为
胜利而欢呼……一场伟大的比赛，跨越了空间与时间，让国
人不约而同的为此振奋。究竟是什么力量？其实，在输赢之
外，“中国女排”上演的更是一场励志的精彩。

回顾30多年写入国人记忆的中国女排，有振奋一个时代的历
史，也有怀揣梦想的挣扎；有成绩滑坡的低谷，亦有卧薪尝
胆再出发的崛起，夺冠之路是一个个险关的攻破，也是一个
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可以说，“女排的拼搏史”关联着一
个民族拼搏与胜利的记忆，也映射着每一个人的奋斗与生活。

诚然，我们不能把一场夺冠的胜利过度拔高，但是，不可否
认，女排的拼搏自信精神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也是当今时
代的价值所需。“精神”不是成功后看似云淡风轻的叙述，
也不是胜利者自我标榜的勋章，而就在点点滴滴的实践与证
明当中。正如女排，用过硬的技术、过硬的作风，证明
了“坚韧永远是中国人的强项”，她们挺起了民族自信的力
量，也写下了励志的生动注脚。

之于当今中国，“女排精神”是大国文化的象征缩影。中国
的历史，从烽火硝烟的革命岁月，到和平开放的发展时期，
再到克难攻坚的改革年代，一部发展史，就是一部智慧史，
一部奋斗史。有过辉煌，有过低迷，有过沉沦，有过展望，
最终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步履铿锵的迈向未来、憧憬希
望。其实，女排所传递出来的敢拼敢打精神、团结协作文化，
这种所向披靡的劲儿正是大国崛起的力量源泉，就是大国文
化的缩影和象征。时下，“双百目标”近在咫尺，还有许多
的硬骨头需要啃，还有许多险滩需要涉足，奋力前进的中国
用成绩和行动，传承着古老中国“不抛弃、不放弃”的拼搏
文化，也演绎了“打不垮、拖不烂”的世界传奇。



之于当前社会，“女排精神”是民族自信的极力彰显。在奥
运的竞技场上，我们不仅享受的是体育带给人的快乐，也是
国家体育实力的较量带给国民的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
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轻易就会集体沉默，需要这么一种精
神唤醒社会的集体发声、集体振奋与自信。当前，发展道路
上的中国，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自信是破浪前行的基
石，也是逢山开路的积累。从遇事不乱的大气沉稳，到迎接
挑战的泰然自若，再到面对困难的冷静应对，彰显的正是民
族发展的自信底蕴，而这种自信需要一个社会的呐喊与参与。
为女排呐喊，就是精神的释放，精神的回归。

之于当代国民，“女排精神”是奋力前行的价值砥砺。在女
排的比赛中，我想，我们每个人所能感受到的就是拼搏。每
一次跳起来的抵挡，每一次纵身拦下的身影，每一个倒下的
瞬间，她们使出浑身解数，靠着每一分的积淀走向成功，她
们在困境下拼每一分球，其实就是平时拼在每一天。生活工
作中的我们，也是同样，在追逐成功的道路上，拼的是实力，
也是心态。时下，一些人或是急于求成，或是心态浮躁，或
是怨天尤人，往往容易看到精彩，而无法体味背后的艰辛与
努力。其实，只要坚持，一步一个脚印，踩实了就是成功。
我们应该知道，成功不是偶然，也当看到，华丽的精彩篇章
更是沉甸甸的励志华章。女排告诉我们，挫折中前行，脚踏
实地，梦想就有了价值与意义。

“女排精神”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为她们耀眼的光环所动
容，更为她们传递的精神所震撼。从这场励志的精彩中，我
们有所得、有所悟，而后有所动、有所行，就是对她们最好
的礼赞。

中国女排精神展活动心得体会篇六

北京时间8月21日，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在先输
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逆转获胜，时隔12年再度荣膺奥运冠
军。



从1981年到2016年，中国女排走过了35年的风风雨雨，有过
成功登顶的荣耀与辉煌，也有过跌入低谷的徘徊和迷茫，但
总能重新崛起，用实力和汗水延续神话。尤其是近几届奥运
会，男排男足缺席、男篮女篮连败，女足差强人意。唯独女
排，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在关键时刻屹立不倒。时代在变，
岁月流转，女排精神却一脉相承，不曾动摇。

女排精神是什么?是克服困难永不言弃的决心与坚守，是自强
不息奋发图强的执着与毅力，是团结协作对抗强敌的默契与
勇气。“哪有什么洪荒之力，不过是在咬牙坚持”。女排精
神不仅是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在21世纪的今天，女排精神仍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
值。

当今社会，市场经济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个人主义、享
乐主义横行，一些人为追逐利益不择手段。然而，如果每个
人为满足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甚至不惜损德犯
法，那么整个社会将成为一盘散沙，个人利益最终也难以实
现。因此，必须弘扬女排精神，使人们意识到，作为社会主
义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都应勇敢的奉献，真诚的付出，克
服一切艰难险阻进行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
力量，为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越是艰苦的事业，越需要精神的支
撑。弘扬女排精神，凝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必能指引一代
代中华儿女心系社稷，肩扛重任，砥砺前行!

中国女排精神展活动心得体会篇七

20xx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中国队以3：1战胜塞尔维亚队，
时隔20xx年再次夺冠，为中国队夺得了最提气、最具含金量
的一枚金牌。主教练郎平，队员朱婷、丁霞、魏秋月，以及
所有将中国女排精神在奥运会中彻底贯彻的女排队员们再次
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中国女排用旺盛的斗志和对胜利的渴望诠释着顽强拼搏的体
育真谛，天道酬勤是这支女排的注脚，我觉得女排精神带给
当下企业有以下几点启示：

1、不设计结果，做好当下

郎平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女排的里约奥运征程中，正是
因为队员们没有去设计结果，所以才能在遇到困难时全力以
赴面对困难，一点点的往上冲。这对于所有运动员都是一个
特别好的锻炼和经验，对她们今后的生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积累。”

在当下浮躁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媒体失去了“做好
当下”的觉悟。急功近利的目标遮住了看清当下的双眼，忘
记了做好每一个阶段自己该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渐渐地
变成了浮躁的大环境里浮躁的一份子。

2、永不放弃，追求每一分钟

恒心和毅力是支撑着中国女排摘得桂冠的力量源泉。如果中
国女排在半决赛时因为前期的落后、观众的嘘声而放弃，我
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绽放着拼搏光彩的中国女排。

对于我们也是一样，如果当时马云创立阿里巴巴时因为资金
的匮乏、朋友的嘲笑而放弃了自己梦想，那我们现在就不会
有融入了我们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阿里巴巴商业帝国。

永不放弃，就算到了最后一分钟也拼尽全力，这样才有可能
在这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成为一股脱颖而出的清流。

3、摒弃浮躁，所有的困难都是比赛的一部分

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完全按照所谓的计划来进行，我们在前
进的时候往往会因为出现了突发的困难或变数而给自己找到



放弃的理由。但其实所有的困难都是人生大赛中的一部分。

本应早上九点的比赛延迟到晚上十点，对战东道主的比赛中
观众一面倒的呼声，这些都没有让坚韧的中国女排给自己找
松懈的借口，因为她们很清楚，所有的困难都是比赛的一部
分。

不管是内容的制作还是企业的竞争都是这样，只有将未来可
能遇到的所有困难都视为征程的一部分，摒弃浮躁，直面一
切困难，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崭露头角，给出消费者真
正想要看到的精神产品。

中国女排精神展活动心得体会篇八

昨晚收看《新闻联播》，时代楷模、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卢
永根院士的事迹，令人肃然起敬。“举起右手，面向北方、
延安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卢永根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样做的。

生于兵荒马乱之际的卢永根，对于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发展
有着更加殷切的期盼。他无数次说，无论是一帆风顺的日子，
还是身处逆境的时刻，他始终坚信，要把一生献给党和祖
国!1949年，卢永根在香港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自小
接受英式教育的“香港仔”，成为了一名年轻的革命者。

作为一名有着70年党龄的老党员，卢永根心系祖国，无论是
当院士，还是当校长，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永远高于一切。
卢永根一辈子都在用他的行动践行着当年的入党誓言。他把
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水稻科研事业;87岁，将880万
元积蓄捐赠给教育事业;89岁，他又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事
业。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活在世上应该干什么，走后应该
留什么?卢永根用他的一生作出了回答，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卢永根曾说，“中国人是守诺的，你向党、向人民作过许诺、



宣誓，那自己要遵守。”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党员能够牢记
入党誓词，讲诚信、守纪律，为党和人民作了许多贡献。但
也有不少同志，虽然也在党旗下宣了誓，但却淡忘了入党誓
词，不按党章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没有履行好党员的义
务，做了许多违反党规民意的事。

一诺重千金。我们每一名党员，都是在党旗前宣过誓的，都
是向党和人民作出了承诺和保证的。宣了誓，就要遵守，就
要执行。新时代的共产党员，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重任，一定要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坚守理想信念，诚实守
信，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真正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无
私奉献”，作为自己人生的境界与追求。

人虽千古，声留万世。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卢永根精神”，
牢记党的宗旨，立足平凡岗位，做出经得起时间、经得起人
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不平凡业绩，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
词，永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中国女排精神展活动心得体会篇九

面对世界顶尖强手的终极挑战，中国女排在先输一局不利中
连扳三局以3—1逆转力克塞尔维亚，时隔20xx年再度荣膺奥
运冠军。这场动人心魄的比赛，吸引了无数国人和世界球迷
的目光。中国女排赢在顽强拼搏，赢的美丽大气，女排展现
给世界的独特气质和力量。这种中国气派，不仅代表竞技体
育，更是植根在每个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核心价值，将会广泛
彰显和弘扬。

中国女排在小组赛排名第4的不利情况下，不畏强手、顽强拼
搏、屡克强手，让对手输得心服口服，展示出高超的运动技
能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充分继承和发扬团结奋斗、顽强拼搏、
勇攀高峰的'中国女排精神，完美地诠释了以为国争光为核心
的中华体育精神和“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
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海内外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也得到世界的高度赞扬。

国人为女排欢呼喝彩，网民们传疯了：“有一种骄傲，叫中
国女排；有一种精神，叫女排精神！”我们重提女排精神，
那么，这种精神是什么？女排每一次夺冠，都是靠艰难拼搏
完成的，在最困难的时刻，呈现出最顽强的精神，这就是女
排精神的实质。

国人呼唤“女排精神”，“铁榔头”是女排精神最完整的见
证者和实践者，30年来她一直担负着这种精神的传承。其间，
女排换了几代，几度沉浮，但郎平仍然不忘初心，仍然坚守
着自己喜欢的排球事业，在女排最需要的时候，她担当起了
振兴大任，虽然道路并不平坦，但她象榔头一样不屈不挠咬
定目标不放弃，才有了今天的女排的再续辉煌。中国女排承
载着国人太多的荣耀记忆，女排精神持续刷屏，郎平说：中
国女排的精神一直都在，并不会因为输赢而改变，这就是女
排精神的传承。的确，在奥运赛场，让一个运动员变得伟大，
让一支球队成为传奇，让一场比赛荡气回肠、成为人们日后
津津乐道的经典回忆的，确实往往是某种超乎竞技的精神属
性。女排姑娘拼命苦战为国争光的背后，是平时的“艰苦奋
斗，刻苦训练”，是赛场上永不磨灭的斗志，是多年来凝聚
成的“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在里约奥运上又一次被女排姑娘出色的表现诠释出来，这
就是永不过时并赋予时代内涵的“女排精神”。

我们相信，熠熠生辉女排精神将激励中国运动员在竞技体育
上不断创出佳绩，更将激励中国人上下同心共铸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