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残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顺序 冬
残奥开幕式体会心得体会(实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残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顺序篇一

今年的两届奥运会可谓是我们国家的盛事，赛场上体育健儿
们的精彩表现，时刻感染着亿万人民为他们而欢呼，特别是
残奥会上的残疾运动员们的表现更让我为他们而激动，虽然
他们缺少着身体的某一部分，但他们身残志不残的顽强的拼
搏精神令我在心灵的最深处涌起一股股激情与力量！

在残奥会结束后，我深深地感觉到，他们才是生活的真正强
者。从组织者和志愿者热情的服务中，让我又感觉到在当今
社会残疾人正在被浓浓地关爱所包围，他们顽强不屈的精神
使他们成为赛场中最为闪亮的人物。

从48年前奥林匹克向残疾人打开成功之门后，数以万计的残
疾运动员用惊人的毅力与顽强不屈的精神，在富有挑战性的
赛场上以摄人心魄的勇气，书写着一篇篇动人的华章。他们
用行动来向世界证明，我能行！

在赛场上我看到，他们是快乐的.使者，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
或多或少的都带着微笑，他们没有因为自己的生理缺失而烦
恼，也没有因为行动的不方便而气馁，在这点上是值得我们
这些肢体健全的人所学习的，也可以说，他们就是我们所学
习的榜样。

有些运动员虽然双目失明了，但他们灿烂的笑容并没有因为
双眼失去光明而暗淡；有些运动员虽然只能依靠着轮椅，但



是并没有因此而阻止了他们对奔跑的渴望；有些运动员虽然
失去了双臂，但是他们心中的翅膀依然引领着他们在赛场上
飞翔！

每当观看他们在赛场上精彩的演绎时，我的内心都会感到激
情澎湃。因为我看到了，看到了残疾人的坚强！在我们的身
边，依然有很多残疾人需要我们去帮助去关心他们，在日常
生活中也许一个小小地帮助，或者一句真诚的问候，都会在
共同前进和谐道路上洒满温暖地阳光！

残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顺序篇二

前不久，张艺谋打造的冬奥会开幕式、闭幕式用中国式的文
化，震撼了全球观众，因此大家也对冬残奥开闭幕式非常期
待。

3月4日北京冬残奥会将正式开幕，据央视新闻消息，冬残奥
开闭幕式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今晚将进行演出前的最后
一次彩排。

据介绍，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将以“生命的绽放”为
主题，在80分钟左右的时长内，秉持残健融合的理念，通过
十多个场上环节，在温暖、感动的氛围中，展现残疾人
对“更美好的生活、更包容的世界”的不懈追求。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表示：已经跟冬
奥开幕闭幕不一样，冬奥还是冰雪蓝，而我们是这样的一种
五彩斑斓的感觉，表达出热烈的情感、打动人心的情感来，
而这个特点恰巧是冬残奥会最能达到的。

据悉，本次冬残奥会开幕式汇聚了来自全国多地、各行各业
的参演人员。

其中，残疾人占比为30%，主创团队运用仿真排练技术，提高



排练效率，突显人文关怀，通过将残健融合的理念贯穿于内
容和形式当中，阐释自强不息、同心与共的精神内核。

让我们的社会形成普遍尊重、关爱、帮助残疾人的社会风气。

冬季残奥会自1976年举行以来，至2018已经举办了12届，参
赛运动员总人数接近4000人。比赛项目有高山滑雪、越野滑
雪、冰上雪橇球、轮椅体育舞蹈等4个大项，每个大项中又包
括若干小项。中国2002年首次参加冬季残奥会，当时共派出4
名运动员参加了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取得一个第六名的`成
绩。

冬季残奥会截至2018年已举办过第12届，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由于有许多受伤的士兵和普通人试图重新参加滑雪活动，
残疾人冬季体育运动逐渐发展起来。早期的残疾人冬季体育
运动先驱有奥地利失去双腿的塞普·茨维克纳格，他用假肢
从事滑雪运动。

后来滑雪运动器材设计方面出现了革新，例如创造出了使用
拐杖的三板滑雪(three-trackskiing)1.1独腿运动员单脚穿一
只滑雪板，再使用分别装配有小滑雪板的双拐，这样雪地上
便留下了三条痕迹。

这一器材的革命导演了1948年2月奥地利17名残疾人参加的第
一次滑雪比赛。广大残疾人滑雪爱好者十分欢迎这项比赛，
于是翌年在奥地利的巴德加施泰因(badgastein)举行了首届奥
地利3板滑雪锦标赛。

残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顺序篇三

在6日的残奥高山滑雪和残奥越野滑雪赛场上，中国选手迎来
了集体爆发。梁景怡、张梦秋分别摘得残奥高山滑雪男、女
超级大回转（站姿）金牌，郑鹏和杨洪琼则包揽了残奥越野
滑雪男、女长距离（坐姿）冠军。本届赛事之前，中国运动



员从未在冬残奥雪上项目夺得过奖牌，因此每一枚金牌的背
后都代表着一次突破。

当日，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
残奥会轮椅冰壶循环赛中，中国队以9比3战胜爱沙尼亚队。

此外，在6日结束的一场残奥冰球小组赛中，中国队以5:2击
败捷克队。当日进行的两场轮椅冰壶循环赛里，中国队分别
以1:5不敌瑞典队、9:3战胜爱沙尼亚队。

残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顺序篇四

在最后的冲刺赛段，日本运动员川除大辉大口呼吸着加快了
滑行节奏，最终以52分52秒8的成绩冲过终点，获得了北
京2022年冬残奥会残奥越野滑雪男子长距离传统技术-站姿冠
军。

川除大辉冲线后，在终点等成绩的中国选手蔡佳云跑上前去，
边表达祝贺边俯身帮他解开固定器，脱下雪板。

所有运动员完赛后，蔡佳云最终仅次于川除大辉，名列第二。

虽然蔡佳云在赛后显得非常轻松，但实际上这名小伙子在赛
前紧张得失眠，辗转反侧到今天凌晨三点才睡。“昨天晚上
压力特别大，脑瓜里一直在想今天比赛的选手会不会特别厉
害。后来就找了心理辅导老师，接受了辅导，慢慢才睡
着。”蔡佳云告诉记者。

记者们在混合采访区也问到了蔡佳云为川除大辉解开固定器
的事。蔡佳云认为运动员们互相帮助再正常不过。

残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顺序篇五

北京冬奥会雪花火炬台余温犹存，冬残奥会火炬已在路上。



昨天，九路火种汇集在天坛公园，以“九天之火”为主题的
北京冬残奥会火炬传递正式开启。明晚，北京冬残奥会开幕
式将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火种传递爱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双奥之城已准备好践行冰雪
的约定。“一起向未来”，这是北京冬残奥会向世界发出的
声音。

火炬传递有玄机

昨天下午，天坛公园举行火种汇集仪式，九路火种共同汇聚
生成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官方火种。火种汇集仪式后，火炬
接力继续在以“九天之火”为主题的天坛公园进行。

与冬奥会的火种取自奥林匹克运动的发祥地希腊不同，冬残
奥火种来自多个地点。根据国际残奥委会的要求和残奥火种
的基本理念，任何个人、组织或城市都可以为残奥做出贡献。
因此残奥火种通常采集自城市之间、社区之间，由多个火种
交汇在一起成为残奥会的官方火种。

本届北京冬残奥会设计了九路火种，其中一路采集自残奥运
动的精神发源地——英国曼德维尔，其他八路为在北京市盲
人学校采集的“光明之火”、在望京街道温馨家园采集
的“互助之火”、在中国盲文图书馆采集的“希望之火”、
在大运河漕运码头采集的“源流之火”、在八达岭古长城采
集的“和平之火”、在张家口“创坝”园区采集的“‘氢’
洁之火”、在黄帝城采集的“文明之火”、在天坛公园采集的
“夏奥之火”。这些火种采集地涵盖了学校、社区、图书馆
等助残地标，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和现代科技园区，
以及2008年北京夏残奥会的火种采集地等。每一路火种采集
后，都在采集地进行不超过20棒的城市火种火炬接力。

九路圣火的传递方式也各不相同，有健全人与残疾人共同
用“冰壶撞击”的方式采集的“互助之火”，也有两名盲人



青年用盲文书写引燃“电子的烟花”的方式采集的“希望之
火”，还有30名盲校师生合唱歌曲《光明》，利用分贝音频
声压，引燃火种的“光明之火”……在位于八达岭古长城的
火种采集现场，1名中国人和4名外国人代表五大洲共同点
燃“和平之火”。中国登山协会成员夏伯渝是现场的首棒火
炬手。他在1975年攀登珠峰时因帮助队友，导致自己被冻伤，
双小腿截肢。2018年5月14日，夏伯渝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成为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

3月2日至4日，北京冬残奥会火炬传递活动在北京、延庆、张
家口三个赛区进行。此次火炬传递共有565名火炬手，其中残
疾人火炬手占比21%，符合国际残奥委会“残疾人火炬手占比
不低于15%”的要求。

开幕式画“同心圆”

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导演沈晨则“剧透”称，开幕式的倒计时
环节值得期待，同时会徽展示环节将出乎所有人意料，会用
一个不同且感人的方式呈现。

据悉，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以“生命的绽放”为主题，将
在8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通过10多个场上环节展现残疾人的故
事。本次冬残奥会开幕式汇聚了来自全国多地、各行各业的
参演人员，其中残疾人占比为30%。

残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顺序篇六

奥运究竟是什么?在我的眼里，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人
类之间的战争，就其本质目的来说，并不在于屠杀，而在于
使敌方屈服，这一点，在奥运会上得以充分实现。人类作为
一种高级动物，本来就有着协作与好战的双重属性，否则，
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但愿奥运能成为人类竟争与
好胜的最终战场，而使真正的血腥战争得以消亡。



奥运是人类体能的博览会。似海豚，奥运会上有着那么多优
美的泳姿;似猎豹，百米冲刺风驰电掣;似雄鹰，、跳水志在
长空。美中不足的是，人类的潜能---发明、制造与利用工具
的能力未能成为奥运会的竞技项目。

奥运是一个舞台，展现着力量、意志、技巧和自然的美，以
及生理上的极限，赢得了数以亿记观众的青睐。人们为胜利
所鼓舞，为失误而遗憾，为参与而自豪。每一枚奖牌，其份
量均超过奥斯卡、金熊的奖杯。

奥运是人生的缩影。冠军是幸运的，在通往冠军的'金字塔下，
多少无名英雄为之而奋力攀登;冠军是短暂的，今日的冠军，
明日可能名落孙山;冠军是相对的，某一项目的冠军，在方面
很有可能是低能儿;冠军是荣耀的，但在他高唱国歌、热泪盈
眶之时，想到的并不是未来怎样辉煌，而是回想到了数年来
伤病的困扰和艰苦的训练;冠军是可贵的，在他的身上，有着
多少不屈不挠、挑战自我、勇攀高峰的精神。

奥运会是人类和平的伟大聚会，崇尚和平发展的中国人民，
一定会赋予"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更深刻的
内涵.正如同国际奥委会在评估中评价：2008年北京奥运
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奥运是
人类的圣会。除了它，人类的哪一项社会活动能在如此公正、
详和、欢庆的气氛中进行!我真心希望奥运精神永驻人间，给
世界带来和平、带来欢乐、带来繁荣、带来希望。

残奥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顺序篇七

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冬残奥圆舞曲》表演中，包括失聪
女孩魏菁阳在内的90名舞者，用动人的舞蹈艺术将一片雪花
的故事娓娓道来。

对于魏菁阳来说，舞蹈改变了她的人生。



这是她第三次参加残奥会的演出，此前她曾在2008年北京残
奥会开幕式上参与《永不跳停的舞步》的舞蹈演出，在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参与了“北京8分钟”的舞蹈演出。

魏菁阳1岁时发烧导致耳聋，从小就对声音没有任何概
念。2005年春节和父母一起收看央视春晚时，中国残疾人艺
术团表演的《千手观音》给小菁阳带来了极大的触动，她的
心中升腾起一个小小的梦想。12岁时，魏菁阳如愿加入了中
国残疾人艺术团，通过舞蹈，她更能够感觉到生活当中的美
妙与温暖。

“在这么多年的变化里面，我看到国家的残疾人事业越来越
好，残疾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这一次参加的文艺表演与以
往两次也有很大不同，这一次我们与健全人共同演出，这种
融合的形式让我感觉到特别温暖。”魏菁阳说。

《冬残奥圆舞曲》的编曲拍子碎、舞蹈动作的流动性也比较
大，对于听障舞者来说，要把每一个动作和音乐严丝合缝地
卡准是十分困难的。与此同时，舞者之间也要形成很好的默
契才能有好的演出效果。

如何让健全人与残疾人更好地融合在一起？魏菁阳认为这并
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手语老师们充当了她们和健全
人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许多健全舞者也会利用课余时间
来和她们学习手语，让彼此的交流更加顺畅、更加亲近。

正因如此，才有了最终90个人跳成1个人一样的完美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