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观看感动中国度人物心得体会(通
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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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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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亚运会苏炳添百米夺冠的影像，仍在人们脑海中反复
闪回。20__新赛季伊始，年届30的苏炳添赢得赛季开门红。

北京时间2月14日凌晨，爱尔兰阿斯隆室内60米决赛，苏炳添
以6.52秒的成绩夺冠并打破赛会纪录。“中国飞人”展现出
良好冬训水平并为新赛季“热身”。接下来苏炳添还将参加
国际田联室内巡回赛英国伯明翰站以及德国杜塞尔多夫站两
场室内赛。

去年苏炳添就是从室内赛起飞，在柏林站60米跑出6.55秒小
试牛刀后，卡尔斯鲁厄站跑出6.47秒，打破由自己保持的男
子60米亚洲纪录。转战杜塞尔多夫站，苏炳添又跑出6.43秒
的好成绩，赛季第二次打破亚洲纪录。室内田径世锦赛，苏
炳添更是跑出6.42秒摘得银牌，将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再次
提升。

室内赛的爆发，也为苏炳添去年室外赛季的高光表现打下基
础。20__年，以苏炳添为代表的“中国速度”令世人震惊。
室内赛季，苏炳添几乎一个月内三次刷新亚洲纪录。室外赛
季，苏炳添两度跑出9.91秒，两平百米亚洲纪录。谢震业突
破10秒大关。韦永丽百米跑进11秒。



中国短跑之所以不断刷新历史，源于队员们多年来不懈地坚
持和拼搏，源于教练团队的科学指导，源于“请进来走出
去”的开放战略，由此才共同造就了中国短跑的突破和崛起。

苏炳添和中国短跑团队的飞速进步，无疑给正备战东京奥运
会的各个运动项目以很大启示。苏炳添为何在29岁时还大幅
提升自己的最好成绩?说明年龄并非成绩突破的障碍。为何短
时间内中国短跑成绩实现重大飞跃?外籍教练对起跑细节、重
心转移细节等方面的精雕细琢，值得各备战队伍认真学习深
究竞技体育的本质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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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几遍吴锦泉的事迹，每看一遍过后就会有一层更深刻的
感受，太多幕令人感动的画面停留在我的脑中，怎么也挥之
不去，每次想起他艰难地挥动手臂，就有一阵心酸，但令我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和主持人对话的场景，当主持人问他开心
吗，他说自己非常开心，主持人问他累不累，他说他一点儿
都不累。

他挣一千元钱需要挥动三十万次手臂，最远要跑30多里路，
从早八点磨到晚四点，他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质量，而自己却
很开心，一点都不觉累。照片上的他，捐款时总是带着微笑，
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笑，是最真诚的笑。

我们照比他有更多的生活享受，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有更优
越的生活条件，而我们却有更少的快乐。在大街上行走，很
少能看到有人能发自内心地真诚地微笑，人们都厌倦了平淡
的生活，甚至同学之中都有人勾心斗角，我在视频中看到了
他成立了“磨刀老人微基金”“锦泉一元爱心社”，他捐的
总钱数将近4万元，就像颁奖词中所写“身边的人们追逐很多，
可你的目标只有一个”，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去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而我们每天想着自己，最多会想一点家人和朋
友。忘记了还有好多人生活在困苦之中，我们不知自己的目



标究竟是什么，所以只知学习不明确目的，一天到晚要比磨
刀老人轻松的太多却又一点也生不出快乐，内心忧郁惆怅，
讨厌家长与老师的管教与约束。

我们不曾竭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得到
吴锦泉老人这样的快乐，我们不曾有他高尚的胸怀，所以我
们四处奔忙还是一筹莫展。当我们真的能够用心感受用心体
会，然后身体力行，我想我们也会感受到像他一样的快乐，
那种感受应该是久违的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幼儿时期的，最最
简单的真实的快乐！

吴锦泉老人说过：“我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起不了大浪，要
大家行动起来，做一些好事，我们的社会就繁荣了”。帮助
别人，其实不仅能积功累行、造福社会，还可以快乐自己。

窄凳单车走四方，磨刀亮剪叫声扬。

角分摞起施援手，至美人间大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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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处处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为国家昌盛办事的。只有
跟着共产党，进一步受党的教育，使自己为党、为人民做点
工作。”

今年95岁的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张富清，这样讲述着自
己的入党初心。

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张富清舍生忘死，只要
部队一有突击任务，就报名参加。翻城墙、缴机枪、炸碉
堡……越是艰险，越要向前。敌人的子弹和弹片，掀起过他
的头皮，灼烧过他的腋下，撞碎过他的牙齿，但击不穿他为
人民求解放的信念。



什么都不说，祖国知道我。

在看不见硝烟的建设和改革年代，张富清公忠体国，响应组
织号召，脱下军装，收起奖章，直奔当时湖北最艰苦、最边
远的恩施来凤，一干就是三十年。

时局艰难时，他以身垂范，动员妻子下岗;忠孝两难全时，他
坚守岗位，没奔母丧成为毕生遗憾;改革开放时，他殚精竭虑，
破除陈规桎梏……在同事眼里，他勤劳肯干，任劳任怨，不
矜不伐。

或许在一般人看来，为国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忘
我工作、公私分明的老干部，应该好好歇一歇。

工作上离休了的张富清，在思想政治上没有离休。他时刻铭
记着自己老党员的身份。

当他认为自己不能再为国家贡献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少索取。
88岁截肢的他，拒绝在轮椅上被照料，靠着一条腿和假肢、
支架重新站了起来;白内障手术期间，明明可以给自己安一个
好的晶体，他却选了最便宜的一款;明明没人会动他的药，但
他每次都将药瓶锁上，生怕别人挪用他全额报销的一粒药。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
有先锋。张富清的伟岸，不止在少年从戎时屡立战功，也在
中年转业后恪尽职守，还在晚年离休间奋进不息。

张富清曾说，战场上决定胜败的关键是信仰和意志。

的确，在人生的征途上，因为信仰，他也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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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的力量是风的力量，轻轻荡涤着人类的心灵，



温暖而隽永。尽管获选的十大感动人物和群体有着不同的社
会职业背景，也在用着不同的方式感动着我们。而在他们身
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共同的特质——震撼人心的真、善、
美。展现出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高度。

每个人物的出现，都让我们心生敬佩。其中江梦南的事迹，
让我很是感动。她那种乐观向上的态度，面对困难坚韧不拔
的勇气以及父母的坚持与付出，让我感受到生命所绽放出的
绚丽多姿。梦南在半岁时因为肺炎误用药物，她的左耳损失
了大于105分贝，相当于直升机起飞时声响的听力，而右耳的
听力则完全丧失，临床上被诊断为极重度的神经性耳聋。父
亲因为梦南的情况常常在睡梦中惊醒，泪流不止。这对父母
无疑是伟大的，他们为梦南所付出的`心血是无价的。她父母
坚持要让女儿去公立小学读书，但没有一个正常小学肯接收
她，以至于到了上学年龄，无学可上的梦南又多上了一年学
前班。父母会抱着她坐在镜子前，让她观察别人和自己说话
的口型，进行发音模仿，并一遍遍地纠错。

父母安慰她，告诉她，听不见是既定的事实，与其怨天尤人，
还不如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克服这点。于是，在学校里，梦
南靠着坐在教室前排，读老师口型“听课”，并凭借惊人的
努力和记忆力，发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甚至，为了补上
学前班多读的那一年，她在四年级暑假自学了五年级所有的
课程。这么优秀的她自认为是个普通人，室友评价说梦南是
比我们还要坚定的强者，她像一个小太阳浑身散发着光芒，
展现出无线的勇气与毅力。

因为心中有方向有目标，才能在无声的世界中突围，先飞的
鸟，一定想飞得更远。迟开的你，也鲜花般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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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6日傍晚，全国人民守在黑白电视机和收音机前，
此时，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决赛正在日本大阪体育馆进行，



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
一个叫郎平的北京女孩扣下了最后关键一分，中国女排3∶2
艰难获胜拿到世界冠军。

中国女排7战7胜，首夺世界冠军，实现三大球历史突破。

让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仅仅是一段传奇故事的`开端。
2011年在日本世界杯夺冠后，中国女排接连拿下了四个世界
冠军：2012年第九届世界排球锦标赛冠军，2014年洛杉矶奥
运会金牌，2015年第四届世界杯冠军，2016年第十届世界女
排锦标赛冠军。

这五支冠军队伍里，始终都有郎平的身影——前四年，她是
队内的头号主攻手，2016年，她以助理教练身份出征。

取得这样梦幻般成就，郎平靠的无非是一个“拼”字。

“我记得特清楚，我们一进体育馆，墙上就挂了大标语，卧
薪尝胆，打败日本韩国。”郎平说。

“每天就是三点一线，训练场、食堂、宿舍。”年轻的郎平
知道，“你不比人家多付出，不这么艰苦地去训练，你就赶
超不了别人。”

正是凭着这股刻苦劲，郎平包揽了三大赛的冠军mvp（2012世
锦赛，2014奥运会，2015世界杯），也让她赢得“世界第一
主攻手”称号，成为球迷口中的“铁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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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彦夫，1933年出生在人杰地灵的沂蒙山腹地——沂源县张
家泉村。他从小家贫如洗，14岁时就毅然参了军，1949年光
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他不怕流血牺牲，
拼命作战，先后参加了战淮海、过长江、打上海、跨过鸭绿



江等上百次战役战斗。

1950年12月，朱彦夫参加了在朝鲜争夺250高地的血腥恶战。
他所在的一个连，在零下30度严寒的条件下，与装备精良的
两个营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
在弹尽粮绝的时刻，仍然坚持与敌人拼搏。最后阵地上只剩
下一个遍体鳞伤的人，这就是朱彦夫。

朱彦夫在战场上是个勇士，在失去四肢和一只眼睛后，在极
端困难的生活面前，他挑战生命的极限，决心做个自食其力
的生活强者。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为了不让别人照顾，他
毅然要求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战争这个雕塑大师，把沂蒙山
雕塑得更加凝重、庄严、显赫。

朱彦夫回到山沟里，才知道全村许多户揭不开锅，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穷得叮当响。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深深感悟到：
贫穷才是他们最大最凶恶的敌人!他那一颗被泪水煮过的心又
开始激烈地跳动。弗洛伊德认为：人生就是一场生存本能与
死亡本能不断搏战的过程。

朱彦夫为了练习生活自理，来家8个月，就砸碎了饭碗141个，
菜碟盘子23个，茶碗7个，泼掉饭菜上百次，因摔伤、冻伤用
药90多次……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他一直与命运搏斗。他终
于成为胜者!他是一个成功者，1957年，全村8名共产党员，
一致选举朱彦夫当了村党支部书记。

他肩负重任，又捧出了一篇篇描山写地的绝世文章!他拄着双
拐，爬山头，到田间，访贫问苦到家院;他用残臂、用假肢支
撑着大干苦干，开山劈岭，治山改水，打机井。

他躺在地里，跪在沟里，育苗、拔草、浇水;他带领村民，千
方百计，历经艰难，把光秃秃的荒山，变成了绿山果园;向瘠
薄的土地，要出了高产。



修道路、搞副业，全村用上了电…… 昔日的枪炮轰鸣，化作
了醉人的丰收谣、欢乐曲;沂蒙百姓，以勤劳的天性，将战火
烧焦的土地，装点得秀美而丰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