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大全5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大
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我帮大
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篇一

赛场外，无私奉献的保障团队是运动员们的“守望者”，用
实际行动让北京冬残奥会温暖与感动常在，为世界注入积极
的能量。

老将战胜岁月，小将意气风发。中国残奥冰球队38岁老将于
静是冬残奥会历史上第3位参加冰球比赛的女运动员，也是北
京冬残奥会冰球项目中的唯一一位女将。不过她从没有给自
己的人生设限，在冬残奥冰球赛场上一次次的争抢、冲撞中，
于静“巾帼不让须眉”。冬残奥高山滑雪选手张梦秋只有19
岁，却不断刷新着中国代表团的纪录，本届冬残奥会斩获2
金5银。这位美丽的姑娘5次站上领奖台都有着不同发
型，“麻花辫”“爱心辫”“六小辫”，每次都让人眼前一
亮，活泼又可爱的状态，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39岁的伊
朗冬残奥单板滑雪选手塞迪盖·鲁兹贝在比赛中不断摔倒，
又不断站起来，跌跌撞撞中向着终点前进，缓慢而倔强，
在540米长的坡面回转赛道上，她是全场用时最长的选手，但
当她冲过终点时，迎接她的是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冬残奥会不仅是残疾人运动员追逐梦想的舞台，也是全球残
疾人交流共享、增进友谊的桥梁。冰球赛场外，中国队运动
员与捷克队运动员握手互相致敬。残疾运动员与领滑员之间
的默契，同样书写着同赴赛场、共迎挑战的动人诗篇。中国
代表团冬残奥高山滑雪队外籍教练卡佩里·达利奥被队员亲



切地称为“老达”。在他的帮助下，中国队在本届冬残奥会
上取得了优异成绩。

雪山之巅，气象服务团队追风测雪，为赛事护航。白雪皑皑
的群山间，时常能看到气象服务团队背着仪器穿梭、观测的
身影。观测员不畏风雪、精益求精，前往现场测量风速、风
向、能见度、积雪量、雪温、雪质等数据，全力得到精确的
现场情况。

雪山脚下，医疗保障团队妙手丹心。医生们多次演练针对残
疾人的救助行动，更有滑雪医生在雪道飞驰，苦练3年只为4
分钟内赶到伤者身边。运动员朱大庆在训练中摔伤，医疗保
障团队立即给予伤者冰敷、加压包扎及悬吊制动处理，以便
尽早消肿止痛。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说：“如果运动员是一届运动会跳
动的心脏，那么志愿者就是灵魂。”作为北京冬残奥会保障
团队服务工作的中流砥柱，志愿者的身影无处不在。北京外
国语大学学生卢月双参与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韩语翻
译志愿服务，她说：“尊重和友善，往往体现在细节，一句
敬语、一个微笑，都会让服务对象感受到我们的用心。”22
岁的王梓博是一名残疾人志愿者，先天患有听力障碍的他在
助听器的帮助下，成为国家体育馆的赛事服务助理，他亲眼
见到同事将残疾人观众一次次引导至无障碍观赛区，产生的
共情让他内心颇感温暖。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篇二

“龙抬头”，再启程!

今夜，残奥会的火种时隔14年再度点亮千年古都，续写“双
奥之城”的荣耀;

今夜，“鸟巢”时隔12天再迎盛大聚会，20__年初的冰雪盛



会终现生命绽放。

世界目光聚焦于此，灿烂星辉照耀前方。在冬残奥会精神的
感召下，“精神寓于运动”的残奥理念与“平等、参与、共
享”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理念在此相融相汇，书写成一篇
自强不息、突破自我、残健融合的动人故事。

鸟巢上空，夜空中星光闪烁。场地中央，洁白的冰面也渐渐
幻化成闪烁的星海，浮现出过往12届冬残奥会的光辉历史。
从瑞典恩舍尔兹维克到韩国平昌，世界残疾人冰雪运动员宛
如点点星光，在冬残奥会赛场实现生命价值，演绎人生精彩。

最终，画面定格在“20__中国北京”，北京冬残奥会如期而
至。此后的9天赛期里，北京冬残奥会不仅将成为来自五湖四
海的残疾运动员展示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的平台，更将为促
进奥林匹克事业和残疾人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英雄无言，热爱有声。

8名残健融合护旗手护送五星红旗入场，他们是中国残疾人运
动员以及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代表，视力残疾
人们在仪式旗台两侧无伴奏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随后国
旗升起，国歌奏响，现场的听力残疾人们也用手语“演唱”
国歌。

赤诚爱国心，浓浓家国情。在无声、无色的世界里，他们的
赤子之情同样浓烈。这一刻，《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从他
们炽热的心间流淌而出，成为中国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和残
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缩影。

不仅如此，伴随着《歌唱祖国》的旋律，东道主中国代表团
步入场内。本届冬残奥会，96名中国运动员将参加6个大项73
个小项的角逐。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运动员全部为业余选手，
他们也成为广大残疾人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推动实现“健康



中国”的生动写照。

一枚国际残奥委会标志，出现在一位盲人手中。不同于以往
冬残奥会开幕式，国际残奥委会标志的展示方式，这枚小小
的会徽“无形”却深深烙印在更多残疾人的心中。运动点燃
希望，拼搏成就梦想，此刻最小的会徽也以向世界发出“改
变始于体育”的号召。

浪漫延续，希望长存，“大雪花”造型的火炬台再一次呈现
在观众面前。身为最后一棒火炬手的盲人运动员李端，在火
炬台前小心摸索着火炬接口，将“飞扬”火炬插入雪花火炬
台，期间全场掌声雷动，洪亮的“加油”响彻鸟巢。

这一刻，在鸟巢中央“微火”的映衬下冬残奥会开幕式更显
温情。而无论是开幕式倒计时、文艺表演和点火瞬间，象征
团结、友谊、共融的“同心圆”概念贯穿始终，也让关注着
这场盛会的人不断感受“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人文情怀。

如果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24节气倒计时、天上奔涌而落
的黄河之水，在鸟巢上空绽放的“迎客松”烟花，尽显“中
国式浪漫”;今夜，全部由残疾人参演的《同在蓝天下》，残
健融合的舞者绘出一张绚丽笑脸，国家体育场则共同唱响生
命的赞歌。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实现完美交接，背后是筹办工作“同步规
划、同步实施”的运筹帷幄。2月20日，北京冬奥会圆满落下
帷幕。此后的短短12天内，北京冬奥组委在场馆建设和运营、
竞赛组织、疫情防控、赛事服务保障等方面顺利完成冬残奥
会的转换工作。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最终，完美、感人的开幕式成为
中国兑现这项庄严承诺的崭新起点。此后的9天时间内，来自
五湖四海的冬残奥运动健儿汇聚于此，发扬拼搏精神、展现
自强不息风貌，共同组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残奥盛



会的拼图。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篇三

北京冬奥会闭幕不到半月，璀璨的烟花再次点亮“鸟巢”上
空，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朋友们在冬残奥会的感召下汇聚
在一起，共享这一充满希望、拼搏精神、自强风采和团结友
谊的残疾人冰雪盛会。

冬残奥运动员不畏艰难圆梦赛场，场地中央，洁白的冰面渐
渐幻化成闪烁星海。过往12届冬残奥会的光辉历史，在灿烂
星辉中一一闪过。最终画面在“20__北京”定格，现场观众
屏息凝神。

残奥高山滑雪、残奥冰球、轮椅冰壶等六大项目的运动员承
载着冲破阻碍、突破自我的梦想，从现场雪道疾驰而下。当
冰壶脱离推杆，标线随之一格格推进。“10、9、8……3、2、
1”，在全场观众的倒数声中，冰壶入垒，属于全球冬残奥运
动员的激情盛会就要开启。

在北京冬残奥会会徽衬托下，46个参赛代表团踏雪道而来，
憨态可掬的吉祥物“雪容融”和标兵志愿者热情舞蹈欢迎八
方来宾。这是有史以来参赛运动员人数最多的冬残奥会之一，
也是女性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冬残奥会。他们中有经验丰
富的老运动员，也有初次参加残奥赛事的“00后”;有些来自
高手如云竞争激烈的冰雪强国，也有些运动员的家乡气候炎
热常年无雪。

“我练习滑雪已经5年了，最近3年都在参加正式比赛，冬残
奥会是我最高的梦想舞台，为了来到这里我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英国运动员亚历克斯曾遇意外，右腿不幸被截肢，在
滑雪中，他找到了新的人生“赛道”。

尽管曾在生命中遭遇不幸，残奥运动员们仍自强不息，不断



突破自我，创造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他们通过艰苦卓绝的
努力，排除万难终于登上冬残奥舞台，冰雪梦想照进现实。

伴随着熟悉的《歌唱祖国》乐曲，中国冬残奥运动员郭雨洁、
汪之栋执鲜艳五星红旗，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中国队
本次派出96名运动员参与全部六个大项的比赛，这对于冬残
奥项目起步较晚的中国队是巨大的跨越和突破。从20__年初
征冬残奥会，到20__年在平昌实现冬残奥会金牌“零的突
破”，所有中国运动员不畏艰难，以期用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家门口创下新的奇迹。

“中国人民热情好客，为不同国家(地区)的运动员搭建了充
分展示残奥运动魅力的舞台。”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
鲁·帕森斯说，他们将通过体育运动展示人性最光辉的一面。

当紫色“雪花”在夜空唯美绽放，我们共同期待代表着勇气、
毅力和不屈的冬残奥运动员，在未来9天的冬残奥赛场上，挥
洒激情，展示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风采。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篇四

夜空中，一朵巨大的紫色雪花绽放。紫色，代表着国际残奥
委会“我们这15%”的理念。残疾人在全球总人口中占比
约15%，这朵紫色的雪花，诠释着这样的理念——“他们”也
就是“我们”，所有人汇聚起前行的力量，共同开创美好的
未来。

残健共融、彼此支持，残疾人运动员直面人生挑战，用拼搏
去改变自己，也在鼓舞世界。他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属于
所有人。

此刻，场地中一位盲人的手掌上出现了国际残奥委会标志，
经过手手相传，印在了每个人的掌心，最终浮现在场地中，
迎接国际残奥委会会旗到来。



8名旗手手持国际残奥委会会旗入场。由视力残疾学生组成的
管乐团奏响国际残奥委会会歌，会旗庄严升起。这旋律仿佛
从他们的心中涌出，感动着每一名听众。

大屏幕播放的短片中，小朋友满怀希望，用手中的画笔蘸取
颜料，描绘出最美的笑脸。在《冬残奥圆舞曲》的浪漫旋律
中，画中的色彩如溪流汇海，最美的笑脸在场地中绽放，笑
与爱，梦想与希望，此刻汇聚成情感的海洋。

汇集了残奥运动发源地英国曼德维尔和中国北京、延庆、张
家口三个赛区共9处火种，在国家体育场内，经过7位残奥运
动员的传递，来到最后一棒火炬手、盲人运动员李端手中。

“即使眼前一片黑暗，但我仍能感受温暖。”面对“大雪
花”火炬台，李端用双手触摸着一朵朵雪花，仿佛在触摸世
界的每一个角落。当他慢慢地将手中的火炬嵌入主火炬台，
这一刻，火种耀亮天地，大爱蓬勃生长。人生的赛场上，梦
想之花盛放，生命之树常青。这簇“微火”代表着残疾人运
动员，也代表着所有人，发出最真挚的召唤——一起向未来。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心得体会篇五

历经9个比赛日，84个项目赛事，北京冬残奥会即将在全球瞩
目中落下帷幕。在本届冬残奥会赛场上，我们见证了许许多
多的温暖与感动。残疾人运动员用他们的友爱、勇气与坚强，
为世界注入了和平、温暖与积极的能量。

坚韧之花美丽绽放。老将毛忠武、于静勇挑重担，战胜岁
月;“00后”小将郭雨洁、张梦秋奋力拼搏，展现中国青年风
采;轮椅冰壶队员王海涛、闫卓等人克服险阻、成功卫冕……
赛场上的残疾人运动员意气风发，为祖国争光、为奥运拼搏。
他们坚信，没有与生俱来的荣光，便自己去创造辉煌。冬残
奥赛场上一个个与命运不屈抗争的身影，书写出震撼人心的
动人诗篇。他们付出的汗水与心血，让那抹耀眼的中国红不



断在赛场上冉冉升起。

友谊之声传递温情。冰球赛场外，中国队运动员与捷克队运
动员握手互相致敬;残奥冬季两项男子长距离(站姿)比赛后，
法国、挪威与加拿大代表团运动员紧紧相拥庆祝胜利。赛场
上，他们奋力拼搏;赛场下，他们相互激励，冬残奥会不仅是
残疾人运动员追逐梦想的舞台，同时也是全球残疾人交流共
享、增进友谊的桥梁。而选手背后团队作为坚强的后盾，也
为运动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代表团残奥高山滑雪
队外籍教练卡佩里·达利奥被队员亲切地称为“老达”。在
他的帮助下，残奥高山滑雪队在本届冬残奥会上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队员刘思彤说：“当你觉得坚持不下来的时候，有
团队支持你，这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此外，残疾运动员
与领滑员之间的默契，也同样书写着同赴赛场、共迎挑战的
动人诗篇。这样的一幕幕，为北京冬残奥会的赛场再添温馨。

服务保障温暖人心。在此次冬残奥会中，无障碍坐席、电梯、
卫生间等设施一应俱全，同声传译、轮椅推送等细节处处可
见，红十字aed一体机、常用辅助品急救包等保障护佑安全。
除硬件设施外，北京冬残奥会赛场内外的志愿者也是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他们真诚的关心、温暖的笑容助力残疾人
运动员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社会，让他们留下了关于这座城
市最美好的记忆。

此外，在疫情延宕反复、体育赛事饱受冲击的背景下，北京
冬残奥会在此次赛事的疫情防控方面做出了积极示范。在坚
持严格防疫标准的前提下，给予特殊人群特殊关怀：针对无
法佩戴口罩的残疾人士，允许佩戴防护面屏;针对需要使用唇
语交流的，也可以短暂摘下口罩……这份丰硕的成果与优异
的成绩，离不开背后每一位志愿者夜以继日的辛苦服务，也
离不开背后每一位工作人员笃志不倦的敬业精神。

北京冬残奥会，向世界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非凡卓越的盛
会，真正实现了“两个奥运，同样精彩”的宏伟目标。进一



步提升全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关爱，为残障人士追逐梦想提供
更广阔的舞台，这既是北京冬残奥会的美好愿景，更是全世
界的共同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