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手语操的心得体会(精选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通过记录心得体
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
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手语操的心得体会篇一

北京残奥会是残疾人运动员享受体育的.节日。从这几天的比
赛情况来看，残疾人运动员的竞技水平提高了，参与范围拓
宽了，残疾人体育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认可。

赛场上，选手们争金夺银，精彩异常；赛场外，运动员们的
故事让无数残疾人朋友深受鼓舞。北京残奥会不仅仅是残疾
人运动员为国争光的舞台，更是扩大残疾人体育影响的绝好
时机。

9月13日女子200米t36级别比赛中，德国姑娘尼科莱齐克夺得
了一枚银牌。年仅19岁的她跑出了个人本赛季的最好成绩。
她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体育有助于我身体的康复，提
升了我对未来的自信心。”

9月11日男子铁饼f35/36级别比赛结束后，铜牌获得者雷金纳
德·贝内德讲述了他对体育的感情：“很小的时候，当医生
告诉我，我的腿将慢慢萎缩并无法站立时，我很绝望。是体
育救了我的腿，救了我的命。”类似的感受还能听到许多许
多。

在生活中，时常可以听到有人在受伤后通过锻炼帮助恢复的
事例，其实对于残疾人来说也是如此。尼科莱齐克和贝内德
都是先天性残疾，他们说：“家人和朋友总是鼓励我们接触



体育，他们把我们‘赶’出家门。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
动作协调多了，心情也愉快多了。”

有专家研究表明，体育有利于残疾人增强适应力，防止或降
低抑郁，增加自信心，减少隐居式生活，获得乐趣等。在对
一些残疾人运动员的调查中发现，有90%左右的残疾人运动员
认为体育活动和锻炼使身体能力知觉有比较大的提高；93.1%
的人认为体育活动使他们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变
化；93.4%的人认为活动后与活动前相比，自信心有所提高。

我们相信，通过北京残奥会，体育运动将会在残疾人中间进
一步得到普及，今后将会有更多的残疾人参与运动，残奥会
比赛将会越来越精彩。

手语操的心得体会篇二

手语是需要练习的，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学会了。无论是聋生、
聋青少年还是聋成人，还包括聋校教师和手语翻译工作者在
内，如不经过训练，他的手语决不会规范。身为聋校教师就
都有这种体会，和自己班的聋生交流还容易，和别班的聋生
或不熟悉的聋人交流就不容易，错译，误译是常事。这就是
手语不规范所致。

二、注意手语的细节

很多初学者不注意手势的细节。所谓“差之毫厘，缪之千
里”，手语里很多词语的手势很相近，如果打得不标准，就
很容易造成歧义，引发误会。比如说，瘦是一手夹住两颊，
向下收拢五指，象征“脸瘦”。老是一手张开，在颌下作捋
胡须的动作。这两个动作看起来很像，所以打手语一定要标
准。

另外，打手语要有力度、干脆、连贯，避免多余的动作。打
手语还要富有表情，不仅是手语动作的需要，也是表达情感



的需要。

三、打手语要动嘴

原因有三：首先，手语里有很多词语的手势是一样的，聋人
需要根据我们的口型来辨别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第二，如
果因为地域性或者是手语不熟练等原因，聋人朋友不能通过
手语来明白我们的意思的时候，可以通过看口型了解。第三，
我们一边打手语一边动嘴，其实也表达了一种我们对聋人朋
友的尊重。我们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并不会因为
他们听力方面的障碍而区别对待。

四、手语歌曲不是学习手语的捷径

手语初学者要明确一点，手语歌曲不是学习手语最好的方法，
更不是捷径。手语歌曲是很主观的东西，很多手势经过了创
作者的省略、美化、夸张，已经和日常手语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手语歌曲里的很多词语并不能用来做日常的手语交流。

当然，在有了一定的手语基础之后，适当的学习一些手语歌
曲还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手语歌曲看做是一个调节剂，不
至于手语的学习太枯燥。

五、不要和聋人说反问句和双重否定句

与聋人交流时，表达要尽量简洁明了，避免产生歧义，尤其
是不要说反问句和双重否定句，聋人的思维比较直接，所以
用最简单的句式来表达。

手语操的心得体会篇三

手语是一种很美的语言，学习手语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聋
哑人的情感交流。接下来就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学



习手语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阅读!

这个学期的我选修了中国手语，每个星期三晚上6：30步行二
十分钟到北校区上课，学习手语的心得。一开始，我以为手
语是一门非常冷门的选修，因为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选，每
周一个人孤零零地上课去，于是刚开始有点哀怨。 记得第一
节课的时候，老师一开始教了我们手语数字，之后她要我们
玩一个游戏，每个人用手语比出自己的生日，按照日期大小
排队。意想不到的是，班里有好几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学。
之后老师按照这个顺序帮我们排了位置，我的前后左右都是
完全不同系的同学，老师要求我们这个学期必须认识4个不同
系的同学，起码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打开我们的社交范围，
我觉得很有趣。我前面是外语系商务英语班的，左边是规划
系的，右边是艺术系航服班的，后面是工商系人力班的，他
们跟我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觉得非常奇妙，更奇怪的是，
跟陌生人互相练习刚学的手语。课上我们十分活跃，笑料不
断，虽然我们的手很笨，时常跟不上思维，但是还是学的很
开心。这个星期，我们学校请来的著名的手语翻译员为我们
讲讲座，说一说各个地方手语不同之处。那个翻译老师也是
温州瑞安人，当她用温州方言问，是温州人的举个手看看，
我们班来自温州还不少。

在讲座中，她说到海伦凯勒。海伦凯勒曾经讲过一句
话：“如果有来生，可以让我选择一项残疾，我会选择做盲
人。因为看不见是人与物的隔阂，而听不见是人与人之间的
隔阂。” 我们是健全人，和残疾人比起来已经很幸福，很幸
运，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辛酸，所以我们要学会知足。 老师
说：“学习手语，即使不能精通也没关系，只是可以为这个
社会增加一点温暖而已。”

上个星期，我坐公车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有两个听障朋友，
他们比划手语十分快速，坐在公车上的有些人时不时回头望
望，我想他们应该觉得奇怪或者怜悯。但残障人士为这个社
会贡献是很多的，我们要做的事是尊重。



我希望我可以学习更多的手语，更好地体会我们现有的幸福。

小时候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见手语新闻，不自觉的被这种优
美的语言打动了，对它产生了好奇。再到千手观音中聋人演
员的完美表现，动人的手势已经深深的印在的脑海里。

随着学习的深入，让我了解到更多的手语，接触到了更多的
聋人朋友。让我的世界又增添了一片纯净的画面。手语不但
成为了我们之间交流的工具，也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最安静，
最纯情的语言。使我体会到了，世界上还会有这样一群特殊
的群体，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的存在。可能刚开始的同情
已经慢慢的变成了平等，变成了敬佩。自强的他们有太多值
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你会变得无时无刻不再为他们着想，
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帮助他们。

我个人认为学习手语是从兴趣中来，随着学习的加深，又将
这种兴奋已经升华到了另一个高度。

记得刚开始的手语入门知识，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手语的发
展，特点，对手语在整体上有个一个感观的认识。从手指字
母到手语词汇再到句子，所有新学员都急切想动起手来，迫
切的想学到更多的手语打法。这个时候是大家兴趣最浓烈的
时候。也是学习手语最急切，最渴望的时候。

但随着一段时间的学习，新的困扰出现了。任何刚开始学习
手语的人都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学习上的停滞期或者是怠慢期。
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刚开始时的好奇，兴奋已经渐渐变淡，
转为平淡。而且因为手语也是一门语言，有着自己的普遍而
又不同的特点。既然是语言就要勤加练习。在最初的接触词
汇，句子时，可能刚开始学习时，对手语的不习惯再加上又
没有一个完整的语境来帮助大家记忆，所以遗忘的频率也很
大。另一方面，我们学习手语的目的当然是想更好的和聋人
朋友交流，但大家在有了一定词汇的积累后，却发现和聋人
交流起来非常吃力。手语存在的方言和聋人们习惯的打法是



最大的阻碍。所以这时，在我们学习的中国手语基础之上，
要更多的跟聋人交流，体会他们习惯打法，语序和语言环境。
让我们彻底的以一名聋人的身份来和他们交流。不要害怕，
胆怯，以真诚的微笑来打破我们之间的断桥。

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一个应该懂得互相尊重的社会，没有残疾
的人，只有残疾的社会。

我参加了聋人手语学习班，体会很深，主要有以下：

初级班的第一次课按照惯例都是该教指语。先花了些时间由
郝介绍了一下鸿雁这个组织。额……大概介绍了多半个小时?
可听性不太大的说……只记住了一些自己觉得有用的片段。

郝说：“大家刚开始学的时候都是有兴趣的，可是我教了六
年的手语，我知道兴趣并不足以让大家坚持下去，只有真正
的发自内心的热爱手语你才能一直学下去。”

她还说：“我们也组织过队员和聋人的交流活动，但是每次
都是我的队员们在一边，聋人朋友们在一边，然后只有我在
中间。所以我也是那么积极的组织这样的活动了。”恩……
我想我能理解她。这样的情况该说是很普遍，而且也会在很
大程度上伤害聋人朋友们。所以，就像郝说的“你等着聋人
来主动找你的可能性是及其渺茫的，只有你去和他说，你才
能有收获。”

印象最深刻的是郝说的：“聋人老师们教你们手语其实是一
件很无聊的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喜欢教你。只有你不断
的问出问题，逼着他教你，你才能学到更多。”

恩，我们很幸福的，因为有聋人老师来授课，可以学到更地
道的聋人手语，很满足。我是个极易满足的孩子呢，恩恩。

指语，纠正了一些以前的错误，算是巩固。比较让我吃惊的



是老师们的指语能打得如此熟练，也许这就是我总觉得打手
语还需要反应一下的原因，即使是会打，也要想一下才能做
出来，不够熟练吧。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在熟练指语，希望可
以达到至少是比较流畅的程度，结果被徐说：“你有病
吧……”

收获最最大的，是学到了一个聋人的语法。也是郝告诉我们
的，如果问“你今天吃饭了吗?”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语序，
而是打“饭，有吗。”“一起去吃饭好不好?”也是打的“饭，
能?”这也是我看不懂聋人手语的原因吧。聋人要看懂我们的
手语很容易，但是我们了解他们的语法就很难了，还是只有
多说多练才行。

简单记录一下指语，也许以后教新队员的时候能用上。“b”一
定要拇指收在掌心，不然会和“u”相混淆。“c”要打圆，太硬了
就变成了美国手语中的“e”。“e，f”手指要微分。“g”打的是大写
字母那一横。“l”把拇指收回来是姓氏“李”的汉语拼音。“m”
也是麦当劳的意思。“t”拇指和小指弯曲几次是兔子的意思。

数字。十几这样的数直接在手势的基础上打十。比如十五就
是打五的同时食指和中指交叉一次。然后“亿”是打成了“y”，
但是忘记问老师怎么区别亿和六了，在群里问了后黄姐姐和
郝说是口型加语境，然后王说是左手打i右手打y。恩，大概也
就是这样子吧~根据个人习惯了。然后，电话号码直接
打，20xx要打一个零，怎么读的怎么打。小数同样，打一个点
即可。然后百万是先打百再打万，但是聋人老师是向前推出
的百的一横，而不是一般的向右拉，所以……没看懂……这
算是个习惯?应该要记住。

其他没什么了，基本和四聋老师教得一样。

别的，简单温习了一下“明白，能，什么，意思”这些用来
和老师沟通的手势。不得不说手语还是学得太死了，打



过“知道”后郝问那“不知道”怎么打，然后我们就老老实
实的打“不，知道”，结果却是“不懂，不明白”那个手势。
我和徐同时“啊”了一声……我们在手语歌中学到过那个手
势，还是不会活学活用，哎……郝说“不”表示否定，知道
表示肯定，所以当你打出一个否定手势和一个肯定手势的时
候，聋人就看不懂了，“是，不是”同理。

最后，郝告诉我们，聋人听不到你们的笑声和感慨，听不到
你们的问题，所以你们通常习惯的感情表达方式对他们并不
适用。只有用你们的表情和动作表现出你们对手语的热爱，
老师们才能更有动力。

手语角

基本我是一个旁观者的地位，听讲，看视频，学歌……不过
也花了不少时间给学员们做了个自我介绍，至少有这样一部
分是我在参与的，感觉依旧很满足~呵呵。手语歌不难，基本
是意会了，就打了一个大意。估计是为了照顾我们这样的初
级班学生吧，看着上届手语角的视频，真是挺期待的。

感觉手语歌的编排这部分还是很有用的，毕竟要参加北邮的
比赛了~。凭着记忆，大概有这么几方面吧，1.翻译。2.根据
节奏调整并省略某些不重要的词。3.美化，夸张，或者用某
些地方手语替代。4.有些词可以用更直观的动作表达。

手语角的班主任说：“手语歌不是手语的全部，也不是学手
语的最佳途径，不要为了手语歌而学手语。”恩恩，自己想
通之后才发现身边这么多人都在这么告诉我，该好好用心去
理解才是。

总之~很开心，收获很多~回校的路上才发现自己都有点累了，
呵呵，可以全身心投入进去的手语课，让我对以后的课程更
加期待了。



手语操的心得体会篇四

手语翻译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和充满乐趣的工作。作为一名
手语翻译，我经历了许多值得分享的经验和体会。在这篇文
章中，我将分享我对手语翻译的心得体会，希望能够增加公
众对手语翻译工作的了解和认识。

第二段：翻译的挑战

手语翻译并不仅仅是将手语转化为口语，而是需要将信息传
达得准确、完整和流畅。翻译过程中，不仅需要理解手势和
手势的含义，还需要理解手势语言的文化背景，以确保传达
出准确的信息。此外，手语中也有各种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
翻译时必须能够根据语境和情感来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以
保持原汁原味的表达。

第三段：情感的传递

手语翻译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要传递情感。有时候，手语
者在用手势表达时会带有强烈的情感，要想准确地传达出这
种情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翻译者需要通过自己的手
势和面部表情，精确地传递手语者所要表达的情感，使接收
信息的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手语者的情感。

第四段：良好的沟通技巧

除了语言能力和翻译技巧，手语翻译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
技巧。与其他职业相比，手语翻译涉及到双向的翻译，需要
同时理解并传达来自两个方向的信息。翻译者需要时刻保持
专注和耐心，确保与手语者的沟通顺畅，同时也要时刻留意
听众的反馈，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以满足听众的
需求。

第五段：成为手语翻译的心得与感悟



作为一名手语翻译已经很多年了，我深深地感受到这项工作
的重要性和意义。手语翻译不仅仅是为听障人士和普通人提
供沟通的桥梁，更是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搭建的一座桥梁。
通过手语翻译的工作，我不仅学到了手语，还接触到了不同
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这使我更加开放和包容，也更加意识到
沟通的重要性。

总结：

手语翻译是一项需要技巧和专业知识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
充满乐趣和满足感的工作。通过我的工作体验，我深深地了
解到手语翻译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传递情感和桥梁
的能力。我希望通过分享我的心得与体会，能够让更多人对
手语翻译工作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手语操的心得体会篇五

手语笔译是一种让听障人士和不会使用手语的人之间沟通的
方法，通过手语演示和书写，将手语内容翻译成可读的文本
或语音形式。在过去的几年，我在手语笔译领域收获了很多
经验，这篇文章旨在分享我对手语笔译的体会和心得。

第二段：手语笔译的意义

手语笔译对于听障人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帮助他们
理解社会和文化活动，可以改善他们对于其他人的交流和理
解。同时，手语笔译也对于可以听到声音的人来说是很有用
的，因为它可以让听见的人更好的了解手语文化，以及帮助
交流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

第三段：实践中的挑战

手语笔译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挑战。首先是语言的特
殊性，在手语中，有时一个词或一个表达方式需要通过多个



手势和表情来表达，这需要译者具备很高的技巧和经验。其
次是在快速的真实场景中，常常有许多因素干扰译者的翻译
工作，如嘈杂的环境、表情等。但是，这些困难和挑战也让
我更好的理解手语文化，提高了我的笔译水平。

第四段：有效的技巧

为了更好的进行手语笔译，需要一些技巧和方法。首先，理
解手语中的表情和动作的含义至关重要。其次，翻译人员必
须拥有良好的听觉和写作基础，在实际场景中可以快速地把
手势翻译成书面文本或者语音形式。同时，翻译过程中的精
准和准确性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翻译出现偏差，意思可能
会被误解。

第五段：结论

手语笔译是连接听障人士和非手语人士的桥梁，是一种交流
和理解的方式，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好处。尽管有许多
挑战和困难，但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提高，笔译人员可以达
到更高的技能水平，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