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专题四弘扬中国精神 学习弘扬中
国女排精神总结体会(优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专题四弘扬中国精神篇一

我兴奋的高呼着：“25比23，中国队赢了!”中国女排在第一
局失利的情况下，来了一个大逆转，连赢三局，战胜塞尔维
亚，获得奥运冠军。

中国女排一路走过来是充满坎坷的，在小组赛时曾三次失利，
以小组第四的成绩勉强进入下一轮。在被别人不看好的情况
下战胜了东道主巴西和苦主荷兰等强队，最终获得了冠军。
狭路相逢勇者胜。中国队之所以能成为奥运冠军，很大一部
分原因取决于她们的精神。她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永不放
弃、激流勇进，铸造了中国队的一片辉煌。

“铁榔头”郎平教练曾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
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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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向世
人宣布了这样一个道理，有时候你明知道不会成功，但你只
要朝着自己的梦想坚强地奔去，有可能丑小鸭就会变成白天
鹅。

我以后一定要学习中国女排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争取学有
所成。加油!中国女排。希望你们在赛场上再显神威!



专题四弘扬中国精神篇二

几乎伴随着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战胜巴
西的同时，报纸、电视、微信朋友圈及各路自媒体上，一个
久违了的词汇重新刷屏。“女排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成为舆论场上出现频次最高的热词。而当人们惊喜地再次感
受到“女排精神”带来的蓬勃气势和自信时，最终的金牌似
乎早已被中国观众早早地计算进中国的金牌账簿之中。随后
与荷兰、塞尔维亚的两场生死之战，似乎只是有惊无险的艰
难过程而已。

观念多元时代，对于“女排精神”自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认
知。譬如有人在感慨“女排精神”的同时，亦在小心地回避
其曾经的政治含义。另一些人则试图说明，帮助中国女排获
胜的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科学的训练、国际化的视野、
专业化的团队，乃至郎平的独特威望带来的制度变通等等。

一切都对。郎平自己也曾说过：单靠精神赢不了球，还必须
技术过硬。但是，其实没有谁在感慨或敬佩“女排精神”时，
是将其视为没有实力依托的空洞说教或心灵鸡汤。赢球必须
依靠实力，但有团结一心、永不言败的精神在，就可能把现
有的实力调整、发挥到极致，以发挥最大的效用、取得最大
的收获。而这次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一支实力并不被人看
好的中国女排，却在郎平教练的指导和激发之下，拼出了最
好的状态，直至登上最高领奖台。人们不盲，人们感受得到
精神力量对女排姑娘们的激励和支撑。

人们之所以对“女排精神”格外感动，或许也产生于某种对
照。部分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低迷状态，甚至足以让观众
感受到其懈怠、松弛，甚至漫不经心。从事超常艰苦的竞技
体育训练，需要极其强大的动力才足以支撑。为国争光的决
心，出于超常禀赋带来的热爱，或作为职业出发的敬业精神，
甚至单纯的争名求利的欲望，都可能成为支撑运动员坚持下
去的动力。但一旦徘徊于诸多目的之间而无所坚守，就可能



导致运动员的彷徨和松懈。而同处顶级运动水平，稍有松懈
便可能一溃千里。这次的奥运会上，我们不幸就看到了这样
的结果。而这一切，都需要在未来进行深入的检讨和总结，
却无法用“不唯金牌论”而能遮盖和解释。

恰在本届奥运会的收官时刻，中国女排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
决绝，以三场生死一线又荡气回肠的胜利，表现出这支队伍
具备的扎实的技术功底、团结无间的团队意志、奋力拼搏永
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扎扎实实打好每一个球的敬业精神。
今天人们感慨的“女排精神”，正是这一切的集成和组合。
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点，中国女排可能都无法创造我们所看到
的奇迹。

至于这一新的“女排精神”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听听每家
每户窗口传出的欢呼声，看看从昨天到今天微信朋友圈的刷
屏内容，自然不难体会。这样的真诚反应不容作假，更值得
尊重和珍视。

专题四弘扬中国精神篇三

随着朱婷“致命一击”，中国女排以3比2惊险淘汰东道主巴
西队，坐在看台上的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紧皱的眉头终于
舒展开来。马拉卡纳体育馆是蔡振华当天“最后一站”，而
由于在此前两站中，先后见证曹缘勇夺男子跳水3米板冠军、
女乒团体冠军，蔡振华的心情格外舒畅。

起身离场前，蔡振华恰巧遇到了国际排联终身名誉主席魏纪
中，两位体坛名宿手挽手，分享女排晋级的喜悦。“挺住了，
关键是挺住了”，魏纪中不无感慨道。而蔡振华也回应
说，“是啊，今天赢得壮烈，女排真的不容易啊。”蔡振华
坦言，“中国女排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有问题，队员太年
轻了。整个第一局被对手压着，比赛打得很分离，给人感觉
很压抑，节奏放不出来。好在从第二局开始，队员们逐渐放
开了，队伍的积极态度、相互信任、团结精神都体现出来了。



这场胜利我们非常不易，说实话现在的中国女排的确需要老
女排的精神。”蔡振华对于主教练郎平的指挥也给予肯定，
他说，“郎平整个场上的指挥调度是有效的，再加上运动员
抓住了机会，利用了对手几个关键失误，所以这场球赢下来
难能可贵。”

在此次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我国6支集体项目代表队中，包括女
足、女篮、男篮、女曲等其他5支队伍先后出局，女排成为留
在里约奥运会淘汰赛上的“独苗”，对于这个结果，蔡振华
坦言，“其实女足也不错，但女足和世界强队比物质基础不
够，不像现在女排这样不仅有作风，还有技术基础作为与世
界强队抗衡的保证，所以集体项目该怎么走，也可以从女排
中得到一些启示。”

专题四弘扬中国精神篇四

中国女排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以三场生死一线又荡气
回肠的胜利，表现出这支队伍具备的扎实的技术功底、团结
无间的团队意志、奋力拼搏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扎扎实
实打好每一个球的敬业精神。最近人们感慨的“女排精神”，
正是这一切的集成和组合。工程人们更需要这种精神，扎扎
实实学习，与团队协作交流，大家可以一起感受女排精神的
魅力，工程人们共勉!

中国女排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以三场生死一线又荡气
回肠的胜利，表现出这支队伍具备的扎实的技术功底、团结
无间的团队意志、奋力拼搏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扎扎实
实打好每一个球的敬业精神。今天人们感慨的“女排精神”，
正是这一切的集成和组合。

经过三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之后，中国女排终于再次站上
奥运冠军的领奖台。有统计称，昨天上午女排决赛时段，几
乎一半以上的电视机都锁定在直播频道，创造了电视转播的
收视奇迹。一度淡出观众关注焦点的中国女排，以一种旋风



式的姿态，重新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在奥运会诸多项目中，女排在技术性、观赏性、竞争性、戏
剧性等诸多方面，都不是最顶尖的项目。对中国代表团而言，
26块金牌虽然为最近几届最低，但似乎也不独缺女排这一块。

专题四弘扬中国精神篇五

赛后步入新闻发布厅之前，郎平换上了一身红色队服，而手
中攥着的白色t恤衫已经被汗水浸透，在这个夜晚里，郎平所
承受压力之重不言而喻，作为中国女排的旗帜人物，她也用
自己良好的气质与修行平抑了弟子的紧张情绪，并为她们注
入更多活力、平添信心。问郎平，中国女排何以爆冷晋级，
郎平答道，“中国女排赛前已没有退路，我告诉大家，就把
比赛当成最后一场来打，既然你死我活，大家胜率各占5成，
技术是基础，发挥看状态和心理。我很高兴，我的队员过了
这一关。”

即使首局中国女排以10分差距落败，休息期间的郎平也没有
对弟子们大呼小叫，她很清楚以老带新的这支球队在技术能
力定型的情况下，更需要依托于某种精神力量产生化学反应，
起用魏秋月、杨方旭两个伤号是“赌”，更是“搏”，特别
是魏秋月第二局的登场从战术和气势上明显扭转了中国队颓
势，对此郎平说，“她们俩都有伤，我们与荷兰队比赛后，
魏秋月腿部拉伤，所以你们看到她没有首发，老将有伤，年
轻球员的心理就需要更为及时地调节，毕竟她们都太年轻，
在前面的比赛摆不正位置，杂念太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必
须做她们的思想工作”。

赛后，“女排精神”再次被记者抛出，不过对于“精神回
归”这种说法，郎平不予认同。她说，“女排精神的传承一
直都存在，我觉得并非赢球就有女排精神、输球就没有女排
精神，我们的训练很刻苦，不能割裂地去看待女排精神，而
要看到球队努力的过程。如果说成绩不好，只能说明我们技



术不够好，不能因为赢下一场球，就把女排精神抬得那么高，
即便输球，队员的战斗精神也不曾丢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