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排精神演讲稿分钟 女排精神演讲
稿(大全7篇)

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
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
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好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
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女排精神演讲稿分钟篇一

在刚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以出色的表现，
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祖国争了光，
为民族争了气，为奥运增了辉，为人生添了彩，激发了全国
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了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特别令人振奋的是，中
国女排以荡气回肠的完美逆袭，为祖国赢得一枚弥足珍贵的
金牌。正如在会见参加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
时指出的，“中国女排不畏强手、英勇顽强，打出了风格、
打出了水平，时隔20xx年再夺奥运金牌，充分展现了女排精
神，全国人民都很振奋”。中国女排以高昂的斗志、顽强的
作风、精湛的技能和敢于争第一、敢于挑战和超越自我的行
动，诠释和刷新了“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
不息”的女排精神，引发了一场触及国人灵魂的精神洗礼，
有力地弘扬了中国精神。在国家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
我们尤其需要大力弘扬女排精神，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一、铸就体坛传奇的精神瑰宝

中国女排，是世界体坛不断创造奇迹的一支劲旅。从20世
纪80年代的“五连冠”到如今再度夺取奥运冠军，35年来，
中国女排团结奋进、勇于拼搏、永不放弃，不断用行动诠释



和丰富着中华民族精神和伟大时代精神结合而成的女排精神。
多年来，尽管女排队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女排精神一直在
激励着这支队伍成长成熟，向新的胜利目标奋进。

铸就从弱到强传奇的精神瑰宝。每一个世界冠军都要经历从
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国女排也不例外。走向冠军的历程锻
造了女排精神，而日益成熟的女排精神又引领着女排的成长。
20世纪60年代，中国乒乓球运动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
排球运动却没有多大起色。在党中央的重视、关怀和指导下，
中国女排引入“魔鬼式”训练法，注重严格要求、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开掘出女排精神最初的源头。此后，女排在艰苦
训练中不断砥砺精神，增强问鼎世界冠军的实力和勇气，
到1981年，中国女排终于夺冠!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
创下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也创造了我国大球夺
冠的奇迹。

铸就再度崛起传奇的精神瑰宝。世界体坛竞争激烈，没有永
远的冠军。从1986年到20xx年，中国女排有20xx年时间与世
界冠军无缘。

然而，无论处在波峰还是在波谷，女排精神永在!正如郎平所
言：“中国的女排精神与输赢无关，不是说赢了就有女排精
神，输了就没有。要看到这些队员努力的过程。”这种筚路
蓝缕的努力过程，其间有高低起伏，有质疑诘难……然而，
这一切也砥砺着中国女排更加成熟。她们没有被挫折吓倒，
在扎扎实实的拼搏奋斗中不断积蓄着取胜的实力。终于，在
去年的世界杯和今年的奥运会上，她们用冠军证明了这种努
力的价值，也证明了女排精神永在!

铸就绝地反击传奇的精神瑰宝。体育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
能够激发人类挑战生理极限和精神潜能。劣势甚至绝境，往
往更能激发勇敢者闯关夺隘的斗志。这次奥运会，中国女排
被分到“死亡之组”，从“死亡之组”出线后又对阵占尽天
时地利人和的巴西队。人们普遍认为，这场比赛获胜的概率



不高。然而，中国女排却成功“逆袭”，硬是凭着一股顽强
精神战胜对手。这一切，让人们在心潮澎湃、血脉贲张中深
切体验到了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

二、勇于超越自我的精神基因

女排精神不仅是中国体育精神的高度凝练，更是中华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1981年，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
杯决赛夺冠后，太原机械学院全体师生送来了“振兴中华”
的大匾。从那以来，女排精神就超越了摘金夺银的意义，影
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
懈奋斗。究其根源，正在于女排精神深刻蕴含着推动民族复
兴的英雄基因。

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没有私心杂念、敢于牺牲的人，才能
做到宠辱不惊，在各种困难挑战面前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集中精力迎难而上、勇闯难关。在这次奥运会上，中国女排
之所以能够实现大逆转，就是因为她们战胜了执着于冠军的
杂念。尤其是主教练郎平，之所以能够面对巨大压力和空
前“险境”，指挥若定，就是因为有不计得失敢于拼搏的无
私心境!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培养
这种为实现国家、民族利益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

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20xx年3月，郎平曾在文章中写
道：“在我的字典里，‘女排精神’包含着很多层意思。其
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团队精神。女排当年是从低谷处向
上攀登，没有多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在困难的时候，大
家总能够团结在一起，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执教中
国女排，郎平用上了团队协作的法宝：将国际化、专业化的
团队合作转化为“大国家队”训练模式;征战里约奥运，郎平
仍然巧妙运用团队协作的法宝：用老队员稳军心，用新队员
打拼杀，12名队员轮番上场，人人都是主力。女排背后的大
团队也形成了支持女排的强大正能量，各种专业人才形成了
托举女排高峰的巍巍高原。推进民族复兴，我们更要万众一



心，人尽其力，凝聚攻坚克难、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中国女排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创
业史。从白手起家到铸就辉煌，靠的是艰苦创业;从低谷再到
巅峰，靠的仍然是艰苦创业。在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物资匮
乏的年代，她们利用最为简陋的条件开展“魔鬼训练”，即
使摔得遍体鳞伤也含泪坚持;远赴里约征战，主办方提供的训
练场地和时间条件不能满足中国队需要，她们就自己联系了
位于贫民窟附近的场地加练……主教练郎平，在屡获世界冠
军后不愿躺在功劳簿上享受。这样的艰苦创业精神，在推进
民族复兴伟业的新长征中永不过时!

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20xx年2月7日，在看望参加第22届冬奥
会的中国运动员代表时深刻指出：“重大赛事最令人感动的
未必是夺金牌，而是体现奥运精神。这正是中国人讲的自强
不息。”30多年来，中国女排前进的道路上有辉煌也有挫折，
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女排一直顽强拼搏，永不言弃。
处顺境就自强不息增创更大优势，处逆境则自强不息化劣势
为优势，从不怨天尤人，始终以顽强拼搏精神带给人们感动
与鼓舞。即使是面对最强大的对手，她们也毫无惧色，一球
一球拼、一分一分顶，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在推进中华民族
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尤其需要弘扬这种自强不息的拼搏
精神，也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保证我们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
历史接力赛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推动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
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前进道路仍然充满风险和挑战。在实现
中国梦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大力弘扬女排精神，使之化为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在弘扬女排精神中增强推进民族复兴的战略定力。郎平这样
解读女排精神，“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
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这种坚定的眼神，是中国女排
向胜利进军的战略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其需要
这种战略定力。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阶段，我们既要坚定“中国自信”，也必须直面国家由大向强
“关键一跃”面临的巨大战略阻遏和战略反冲。中华民族要
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唯有不怕挫折和打击。我们要从女
排精神中汲取力量，顶住压力、冲破阻力，坚定信心、勇毅
笃行，不忘初心、不懈奋斗，向着伟大目标迈进。

在弘扬女排精神中增强推进民族复兴的闯关实力。中国女排
登顶里约奥运，是一步步闯关夺隘拼出来的。同样，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遇到的难题也在逐步升级，这
对我们闯关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需要我们去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需要我们去
闯;如何跨越“塔西佗陷阱”，还需要我们去闯……我们要大
力弘扬女排精神，以咬牙顶住的恒劲、一分一分争的韧劲、
不畏强敌的拼劲，坚持不懈，攻坚克难，善作善成，以强大
闯关实力奔向中国梦的光明未来。

在弘扬女排精神中增强推进民族复兴的创新活力。再强大的
精神，也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尤其是科技创新的强大支
撑。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女排精神内在蕴
含着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近年来，女排大胆借鉴国际体育
管理经验，创新管理体制、队员选拔机制和训练模式，以科
学精神强化拼搏精神，丰富了“女排精神”的内涵，这也成
为里约之行取得辉煌战绩的重要法宝。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必
须进一步弘扬创新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勇于突破体制
机制瓶颈制约;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坚持走自
主创新道路，更加自觉地推进各个领域创新。

在弘扬女排精神中汇聚推进民族复兴的整体合力。几十年来，
中国女排始终注重通过紧密团结、协调配合来增强团队整体



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哪一个人、哪一部分人
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追求;中国梦的实现，不是
成就哪一个人、哪一部分人，而是造福全体中国人民。这就
要求我们，在追梦征程中必须大力弘扬女排精神，形成同心
共筑中国梦的千钧合力。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梦，我们
要紧密团结在周围，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把个人的理想追
求融入到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实践中!

女排精神演讲稿分钟篇二

从逆转巴西，到复仇荷兰，再到力克塞尔维亚，中国女
排20xx年重新登顶奥运冠军。女排精神，回来了。什么是女
排精神，是一分一分“死磕”，一场一场“硬拼”，拖不跨，
打不死，永不言弃，拼搏进取，团结奉献。今天的中国确实
不需要用金牌向世界证明什么，但是拼搏进取，永不言败
的“女排精神”，却是当下中国社会需要传承和发扬的民族
精神，它将汇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动力引擎。

“女排精神”离不开“老女排”的拼搏进取，勇于付出。35
年前当中国女排力克日本女排取得第一个女排世界杯冠
军，“铁榔头”郎平就已经家喻户晓。1981年首夺世界
杯，1982年世锦赛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冠军;1985年再
夺世界杯。1986年荣膺史上第一个“五连冠”。“女排精
神”成为“老女排”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化身，更成
了点燃青春，唤醒梦想，鼓舞全国人民投身改革开放的浪潮
中，奋力追赶世界步伐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女排精神就是一
面旗帜，它是中国80年代改革之初的时代象征，是中华民族
不屈不挠，追美赶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拼搏，追
求卓越的民族精神。而这些精神实质离不开，以郎平、孙晋
芳、陈招娣、梁艳、郑美珠为主力的“老女排人”“五连
冠”的精神感召。

“女排精神”离不开“中国女排”卧薪尝胆，负重前



行。1986年郎平选择了正式退役，中国女排也面临着青黄不
接的尴尬境地。1988年第24届韩国汉城奥运会，中国女排3:0
战胜日本队获得季军。1992年第25届西班牙巴塞罗奥运会，
中国女排接连失利，导致小组未能出现，仅以第七位的名次，
成为参赛奥运会最差成绩。中国女排从高峰跌入低谷，让郎
平等“老女排”心急如焚，最终郎平选择重新接手中国女排，
陪伴中国女排走出低谷。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1998
年世锦赛银牌，两次决赛中国女排都惜败给“白金一代”古
巴队。此刻的郎平，在女排和家庭只能选择后者。因为多年
的病痛折磨让她的膝盖已经老化到了70岁的水平，她只能选
择家庭，选择陪伴女儿成长。20xx年悉尼奥运会结束以后，
从“袁伟民时代”(70年代后期)起当陪练，一共连续给8茬中
国女排主教练当过副手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带
领中国女排在20xx年世界杯，20xx年雅典奥运会实现两连
冠。20xx年世锦赛中国女排的实力明显下滑，技术能力下降、
心态不稳再加上拼劲不足，中国队仅仅排名第五，也就此陷
入低潮期。20xx年北京奥运会“和平大战”郎平率领的美国队
击败了陈忠和指教的中国女排，最终中国女排无缘决赛。从
世界女排排名第一到跌入第八，4年时间里中国女换了三位教
练，中国女排再次跌入低谷。20xx年4月25日郎平再次执掌中
国女排的教鞭。20xx年世锦赛亚军;20xx年亚锦赛冠军;20xx年
女排世界杯冠军;20xx年里约奥运会冠军。中国女排重回世界
之巅。

“女排精神”离不开“民族精神”和“过硬技术”。“郎平，
祖国真的需要你。”这是当时球类司司长传给郎平电传中的
一句话，于是郎平毅然选择放弃稳定的工作合同，放弃美国
优厚的待遇，放弃与女儿时刻相伴的机会，回到祖国重新执
掌中国女排。当祖国召唤时，老女排的爱国情怀再次点燃了
老将郎平为国效力的梦想。“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
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
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这是郎平的话，技术过
硬，是“铁榔头”的硬道理。全国海选，创建大国家队;率领



年轻一代的中国女排参加瑞士精英赛、大奖赛、亚运会、u23
世锦赛，以赛促练，打造新一代的中国女排，最终问鼎里约
奥运会女排冠军。

女排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我们之所以热爱中国女排，其实是
对中国女排精神的发自心底的认同，无论是耋耄之年的老人，
还是年过半百的父辈们，以及我们80后，90后。女排精神其
实在向世界传达一个声音：中国人，行;中国，行。这是民族
自信心，也是民族自豪感。35年后的今天，历史惊人的相识。
中国女排精神再次激发了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到深化改革的浪
潮当中，供给侧改革，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
让自信的中国再次吹响了奋进的号角，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
宏伟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自强不
息，艰苦奋斗，拼搏进取，永不言败。

8月20日，在20xx年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以3
比1战胜塞尔维亚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女排在颁奖仪式后
庆祝。

在位于北京东城交道口街道的一处普通居民小区里，每逢周
末，院子里总是聚集着三五成群的退休老人共议退休前的峥
嵘岁月。而在这个周六，居民小区的院落却安静得出奇。当
中国女排拿下决赛的最后一分勇夺冠军时，从许多户人家的
窗户中传出阵阵欢呼。这些年逾七旬的老人在共同见证这伟
大时刻。

薪火相传

自从1981年，中国女排第一次在日本东京世界杯上首夺世界
冠军，到20xx年再次梦圆里约奥运，35年间，中国女排9夺世
界冠军，其中3次站上奥运之巅。一支球队的赛场风云成为几
代人的成长记忆。

时光总是令人感叹。早在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时，



首钢总公司企业文化部部长的郭庆刚刚成为一名光荣的首钢
工人。

时代先锋

就像一万个读者眼中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身处不同行业，
所处不同年龄的人们对于‘女排精神’也有各自的理解和感
悟。记者在采访中，提到再度夺冠，提起‘女排精神’，近
乎所有采访对象都难掩激动之情，有的甚至声音几度哽咽。

“今天我们面临的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就像奥运赛场的激烈
角逐，所处的改革进程就像中国女排此次里约之行的跌宕起
伏。”在采访中，每个采访对象都情不自禁地把“女排精
神”融入今天的时代，融入自己的生活，“女排精神”将一
直鼓舞和激励着每一代人。

女排精神演讲稿分钟篇三

北京时间8月17日上午，2019年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四分之一
决赛，中国队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3比2逆转战胜卫冕冠
军巴西队，时隔8年，再度晋级奥运会四强。电视镜头里，女
排姑娘们簇拥欢呼;万里之外，经历了“过山车”的中国观众
无不赞叹——又见女排精神!

与巴西女排的比赛，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遭遇战”。过往战
绩上，中国女排对巴西女排曾有过18连败的尴尬，过去在奥
运赛场上的四次交手也是悉数败阵;本届奥运会，与小组赛
以5个3∶0轻松锁定a组头名的巴西队相比，b组的中国队首场
苦战荷兰即告负，又接连输给塞尔维亚、美国，跌跌撞撞地
小组出线后，马上面对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苦主”，艰难
异常。而昨天的比赛进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决胜
局，比分交替咬住，加上主场巴西球迷并不友好的嘘声，压
力之大可见一斑。好在第一局大比分落败的姑娘们最终顶住
压力，带来了惊喜。她们有理由雀跃，观众有理由感动，因



为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困难时没有放弃，在争议时没有迷失，
于绝境中激发潜能。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足以让那些认为
“现在就这个水平”者汗颜。

作为我国三大球中唯一一个拿到冠军奖杯的队伍，女排从不
缺少这种拼搏精神，也一次又一次带给国人感动。翻开历史，
中国女排自1981年夺得首个世界杯冠军到去年世界杯再度封
王，从上世纪80年代的“五连冠”到本世纪初的再度中兴，
期间虽然多次历经波折，但总能在陷入低谷后回归正途而崛
起，用实力和汗水延续神话。作为体育单项中参与度、普及
度最高，也是影响力最大的项目，“三大球”始终是国人
的“痛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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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能在逆境中迎难而上，
在关键时刻屹立不倒。从袁到陈忠和，再到二次出山的郎平，
几乎女排每次崛起的背后，人们看到的都是那些了解女排、
熟悉女排、扎根女排的团队在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尊重专业
人才，才使得长期积累的女排精神不断闪光。

在精神的继承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创新。正如所强调：“创
新是一个民族的进步之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
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
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发展体育运动同样
如此。接手女排后，郎平就针对中国和世界女排的发展特点
提出了“大国家队”的概念，即每次集训总是有20多人，每
个位置总是保持三到四个人在竞争。队伍扩大后，针对不同
的比赛安排不同的阵容，承担不同的任务，不过分强调成绩。
此外，新女排还扩大了教练队伍，引入了国际化的专业团队。
这些都是对运动规律的把握和尊重。

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见证女排精神的强大。2019年女排世
锦赛后，曾有过新时代还要不要重提女排精神的讨论，理由
是当年以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为核心
的女排精神是特殊年代的产物。毋庸置疑，今天年轻一代的
运动员，身处与上世纪80年代初截然不同的大环境;奔向体育



强国目标的中国人，在“唯金牌论”逐渐散去光环的今天已
不会用一场比赛输赢来定义成败。但正如郎平赛后所
说：“中国的女排精神与输赢无关，不是说赢了就有女排精
神，输了就没有。要看到这些队员努力的过程。”因此，在
强调要放松心态的同时，每个运动员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作
为一名国家队运动员，展现的是一种风貌。“我们已无路可
退，就是把技术水平、精神面貌打出来，不要后悔，什么结
果都能接受。”这是一种态度。

时代虽然不同，但女排精神没有褪色，反而愈加闪光。35年
来，女排精神总是与这个国家每个历史发展的节点相契合，
女排的顽强拼搏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体现。“无论比分怎么样，
大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赛场上的中国女排，将为他们的梦
想继续拼搏;而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中国人，同样需
要一代代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女排精神，既是一种体育
精神，也是一种前行力量，能够激励我们朝着目标砥砺前进。

女排精神演讲稿分钟篇四

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在8强循环赛中输了3场，仅获b组第4
名。看似已与奖牌无缘，想夺得金牌更是不可能了。然而，
身处逆境的中国女排，不言败，不放弃，发扬了“团结奋斗、
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精神，越战越勇，创造了奇迹。且
在半决赛和决赛中，分别战胜了强大的对手，终于登上了冠
军领奖台，让不可能成为“能”。

进入决赛后，中国女排最先与卫冕冠军、a组第一名、东道主
巴西开战。她们面对强手，毫不畏惧，硬是把对方挤出了4
强;在半决赛中，她们又遇到了先前只败1场、且战胜过自己的
“苦主”荷兰队。她们使出“洪荒之力”，打败了对手，取得
“复仇”之战的胜利;在决赛中，她们与先前1场未败、且
以3:0横扫自己的劲旅塞尔维亚交手。她们不屈不挠，在先失
一局的情况下，以3:1完成逆转，让对手称臣。



中国女排无论落后多少分、无论形势多么恶劣，都永不言败。
看到队员一回回倒地，一次次奋起，每球必争，每分必夺，
用荡气回肠的绝地反击，实现了获胜的目标时。此刻我们激
动无比，更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初， “铁榔头”郎平等一批
女排队员以“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精神登顶
世界之巅，成就五连冠的辉煌，给改革开放起步的中国注入
了活力。

时间荏苒，许多东西已经改变，但是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没
有变。今天的中国女排面对困难，英勇作战，终于战胜了一
切对手，时隔20xx年再夺金，在历史上第三次登上奥运的冠
军宝座。不仅用胜利再次诠释了“女排精神”，让女排精神
闪烁新的光芒。也用事实告诉我们：输不可怕，关键要团结
一心，找回自信，扬长避短，顽强拼搏，就能在关键时刻创
造奇迹。我们为中国女排夺得奥运冠军而骄傲，更为中国女
排的精神而振奋。

女排精神在证明“里约没有不可能”，世界也没有不可能。
体育没有最高、最快、最强，只有更高、更快、更强。世界
上没有难倒英雄汉的困难，只要弘扬女排精神，努力拼搏，
敢叫不可能变成“能”。就一定会战胜任何困难，实现最终
目标。

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人对金牌的心态也日
趋看淡，或许也不需要用金牌向世界证明什么。但是对国人
来说，女排精神与时代发展“合拍”，早已超越体育范畴，
成了“拼搏奋斗”的代名词，从体育界走向各行各业，成为
一种情结，一直是鼓舞国人士气的动力。女排精神是拼搏奋
斗背后的“精气神”，是我们的社会之需。女排精神必将鼓
舞着亿万国人砥砺前行，共筑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女排精神演讲稿分钟篇五

万众瞩目的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中，郎平率领中国女排不畏



强手、过关斩将，力压群雄、奋勇夺冠，时隔20xx年再次登
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展示了我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敢
于胜利的精神风貌，在神州大地引发强烈反响。

伟大的精神，总有催人奋进、催人泪下的力量。一次次飞身
跃起的扑救，一次次高高跳起的重扣，一次次逆境之后的反
击……奥运赛场，巅峰对决，女排姑娘以荡气回肠的逆袭征
程，不仅为祖国赢得一枚沉甸甸的金牌，也向世界诠释
了“女排精神”的强大。

女排赢了，举国振奋，从电视机前到网络空间，13亿中国人
分享着胜利的荣光，感动于拼搏的精神。为什么我们的眼里
饱含泪水，为什么情感的流淌这般纯粹?这场胜利，远远超出
了一块金牌的含义，从这场比赛中，我们看到了奋斗的价值，
看到了精神的力量!

深刻指出：“重大赛事最令人感动的未必是夺金牌，而是体
现奥运精神。这正是中国人讲的自强不息。”竞技体育，是
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在高手云集的奥运赛场上，没
有“一分一分咬牙顶”的顽强坚持，何来女排勇夺冠军的惊
喜与奇迹!

狭路相逢勇者胜。看完整场比赛，耳边依旧回响着女排姑娘
的阵阵呐喊。不管是比分落后，还是稍稍领先，女排姑娘都
表现出每球必争的决心，诠释着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
创业、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这种永不放弃
的拼搏精神，足以感动13亿中国人。

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女排精神”4个字，
在中国人的心中蕴含着特殊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当举国
万众一心追赶世界发展脚步的时候，中国女排创造了“五连
冠”的辉煌，给全国人民以极大鼓舞。因为排球，我们喊
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激励了一代中国人自强
不息!



岁月轮回，精神不老。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攻坚期、
深水区，有不少“险滩”要涉，不少“硬骨头”要啃，需要
我们大力弘扬“女排精神”，汇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的磅礴力量，不忘初心，攻坚克难，闯关夺隘，在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女排精神演讲稿分钟篇六

大家好！

五星红旗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又一次响起来了，我那颗激动心
也跟着飞扬起来了。

看着12个美女，她们身着中国红的运动服，胸前挂着金光闪
闪的金牌，手里拿着奥运会的标志物，那神采飞扬的情态简
直让我羡慕，让我鼓掌，让我的心儿飞翔。

回顾这些年来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多此激励我走过坎坷，
走过泥泞，走过风雪。

今年的暑假我跟随着女排的身影，和他们一起决战了小组赛，
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今天的决赛。女排的精神依然在姑
娘们身上闪烁：责任降临用肩扛起，对手凶猛智勇还击，*了
再爬起来迎战，抓住机会猛了反击，一轮轮的对战，一场场
的较量，一次次的置换，一天天的煎熬，他们在场上的姿态
是昂扬的，信心十足的，让国人看这就心安。

那个郎指导，手握圆珠笔一点点的圈画勾勒，她是在在针对
球的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她站起来了，她的右手中指向了左
手掌心，她申请了暂停，她把刚才自己观察到的球情和队员
进行了现场指导，就是这一指导往往场上就出现了转机，队
员们由衷的佩服，分数显示出她的判断力，当发现个别球的
意外情况时，她会声嘶力竭的呐喊，知道她的队员听见了她
的声音，你看，她又拿起水瓶喝水了，那是在湿润那嘶哑的



喉咙。

联系她知道的三界奥运会，取得的成绩时三连冠，有人称她
是郎帝导了。

是呀，三连冠，这在奥运会历也是不多见的，更何况她是领
着一个12人的队伍。

中国女排的三连冠，这个成绩的取得传承了华夏人民不屈不
挠的精神，在关键时候压不弯，踩不扁，挤不碎，打不垮，
顶得住，抗的起。

中国女排我向你致敬！

女排精神演讲稿分钟篇七

当中国女排拿下里约奥运会决赛中的制胜一分,所有队员在场
上欢呼咆哮,奔跑落泪,而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所有观众早已
血脉泵张,热泪盈眶。1984年的洛杉矶,20xx年的雅典,20xx年
的里约,中国女排的三次奥运冠军跨越32年,从改革开放之初,
到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再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冲刺阶段,总有一种力量激励着人们百折不挠,攻坚克难。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女排精神”却始终如一,今天我们再
提“女排精神”为的是在奋斗之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梦圆里约

在位于北京东城交道口街道的一处普通居民小区里,每逢周日,
院子里总是聚集着三五成群的退休老人共议退休前的峥嵘岁
月。而在这个周日,居民小区的院落却安静得出奇。当中国女
排拿下决赛的最后一分勇夺冠军时,从许多户人家的窗户中传
出阵阵欢呼。这些年逾七旬的老人在共同见证这伟大时刻。

薪火相传



自从1981年,中国女排第一次在日本东京世界杯上首夺世界冠
军,到20xx年再次梦圆里约奥运,35年间,中国女排9夺世界冠
军,其中3次站上奥运之巅。一支球队的赛场风云成为几代人
的成长记忆。

时光总是令人感叹。早在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时,首
钢总公司企业文化部部长的郭庆刚刚成为一名光荣的首钢工
人。

时代先锋

就像一万个读者眼中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身处不同行业,所
处不同年龄的人们对于‘女排精神’也有各自的理解和感悟。
记者在采访中,提到再度夺冠,提起‘女排精神’,近乎所有采
访对象都难掩激动之情,有的甚至声音几度哽咽。

“今天我们面临的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就像奥运赛场的激烈
角逐,所处的改革进程就像中国女排此次里约之行的跌宕起伏。
”在采访中,每个采访对象都情不自禁地把“女排精神”融入
今天的时代,融入自己的生活,“女排精神”将一直鼓舞和激
励着每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