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感动中国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精
选8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大家想知道怎
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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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有一种美丽叫“中国女排”，有一种骄傲叫“中国女排”，
有一种精神叫“中国女排”。里约奥运会，我们见证了“中
国女排”的伟大力量。

奥运会倒计时第二天，中国女排经历了一路坎坷，终于进入
了最后与塞尔维亚的金牌争夺战。两队实力可以说不相上下，
所以观看之前我们就已经做好这将是一场硬仗的心理准备。

上午九点十五分，中国女排上场了，只见她们身穿靓丽的红
黄安踏服，这支平均年龄才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队伍士气高
涨。我们的主攻队员朱婷，她可是目前中国单场得分最高的
女排队员；还有别名为“惠美丽”的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
她可是攻防平衡的实力派；身披8号战袍的张常宁，更是我们
中国女排中的“黑马”，被大家称作“得分王”……中国女
排真是美丽加实力。

比赛开始了，第一局，塞尔维亚的发球来势汹汹，一下子赢
了好几个，但是，中国女排也马上进入比赛状态，特别是我
们的拦网能力很强。可最终，塞尔维亚还是赢得了比赛的第
一局。

双方队员调整了一下状态，第二局比赛开始了。这一局对我
们来说很重要，我在电视机前面咬紧牙默默说:“这局我们一



定要赢啊！”果然，第一个球中国女排得分，真是开局大好
啊！整个第二局中国女排使尽“洪荒之力”，可以说发球扣
球全面开花，最终以25比17赢得第二局。

比赛是五局三胜制，第三局将会是转折点，如果赢，那中国
女排将会信心大增，士气上升。可两个队伍水平太相当了，
比分紧紧咬住不放，我的小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不过有惊
无险，最后中国队以两个球的优势胜出。

坚持是最好的力量。中国女排越打越猛，越打越默契，终于，
中国队以3比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冠军奖杯花落中国。此刻，
女排姑娘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是呀，时隔12年，她们又一次为中国夺得这块宝贵的奥运会
金牌，她们是我们的骄傲，是中国的骄傲，更是这个时代的
骄傲。

中国女排之所以有今天的胜利，是因为她们一路坚持不懈、
顽强拼搏，我想这就是“铁榔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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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点十分，天还没亮，公鸡开始打鸣，间或有一声狗叫，
一大片虫鸣声压过来，风在山林间回响，野猫、野狗、蝙蝠
还有当地俗称白鼻梁子的果子狸也会出现。校长张桂梅从三
楼的一间学生宿舍走出来，打开手电筒，一层层打开楼道里
的灯，一有光，这些山里的动物就跑走了。

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学生们五点半起床，上午五节课，下午三节课，中间午休1小



时，晚上分三段，一段2小时，11点半到12点之间熄灯，从周
一到周六，每天都是如此。除学习以外，所有其他时间都被
尽可能压缩，吃饭不能超过10分钟，跑步往返。张桂梅精心
测算过，一分钟约有30个学生打饭，一个年级159人全部打完
需要5分钟，最后一个学生也留有5分钟时间吃饭。唯一的休
息时间是周日11点到下午2点，这3小时内，学生们被允许外
出，享受每周一次的洗澡时光。

乍一看，华坪女高和其他以军事化管理为核心的县中还没有
太大差别。在教育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县城里，x中学模式被广
泛地复制。在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游戏中，对于很多出身社
会底层的孩子们来说，以时间换机会是目前看起来最成功、
也是现实中唯一有效的思路。

但华坪女高更为成功，或者说更为特殊。在衡中模式
里，“名校掐尖”是最关键的前置环节，而女高第一届学生
中，很多人中考分数很低，甚至没有达到县城分数线，这些
学生在三年后却几乎全部考上本科，本科上线率达到100%。
时任x省副省长李江感慨，这个成绩非常了不起，因为女高的
入口极低，来者不拒，没有分数限制。

从2008年成立至今，华坪女高在12年内先后将1804名女孩送
出大山，一千多个家庭因此脱贫，连续9年高考综合上线率百
分之百。最新的2020年战绩显示，女高共有159人参加高考，
其中150人达到本科线，本科上线率为94.3%。这些数字共同
构成了女高神话，也让校长张桂梅在今年成为焦点。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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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士禄院士年轻时的艰苦学习和学成归国后的赤诚报国之心，
也深深地感动了当代大学生，点燃了他们向楷模学习，奋发
向上的激情。

广东科技学院学生张嘉伟：“彭老勇于负重，脚踏实地，几
十年如一日地服务我国核事业，我真的备感幸福，生活在一
个英雄辈出、楷模众多的伟大国家。”

广东科技学院学生谢雯俞：“印象中有两句话是比较深刻的，
一句是‘用日积月累去给祖国最好的承诺’，还有一句就
是‘只要祖国需要我们，就去贡献我们的一切’，这两句激
励我们当代大学生要努力地去学习专业知识。”

延伸阅读：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院士

1988年9月27日，中国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这
是继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于深海中牢牢筑起的第二道核
盾牌!

直到这时，很多人才知道他——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
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
设计者彭士禄。

为了祖国核事业，他隐姓埋名数十年，49岁时切除了四分之
三的胃，晚年只能靠鼻饲提供营养。

2020年1月，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中，字字铿锵地
说：“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贡献一切!”

今年3月22日12时36分，彭士禄院士因病逝世。

近日，中宣部决定追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



“小乖乖”

彭士禄是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参与、见证了中国第一
艘核潜艇诞生的全过程。他负责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
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自
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他的一生经历起伏跌宕，为核
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这个工作中被人称为“彭大胆”“彭拍板”的钢铁汉子，却
是父亲的“小乖乖”。

彭士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次子，1925年出生于广
东省汕尾市海丰县。1928年彭士禄的母亲蔡素萍英勇就
义，1929年父亲彭湃在上海牺牲。这一年，4岁的彭士禄成了
孤儿。

作为彭湃的儿子，小小的彭士禄被国民党视为“斩草除根”
的目标之一，成为国民党在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

8岁时，彭士禄被国民党当局抓进监狱。阴森恐怖的牢房里，
饭里有虫子，身上有虱子，不仅如此，敌人还逼供让他承认
自己的身世。

“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这是彭士禄最早的
人生记忆。唯一的一张与父亲和哥哥彭绛人的合影，对于他
来说，弥足珍贵。照片上有彭湃亲手写的字：“彭湃及他的
小乖乖”。

1950年，25岁的彭士禄第一次看到父亲彭湃的照片，内心百
感交集。他默默地在照片背面写下了：“这是中国革命英勇
的斗士!这是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的爸爸——彭湃同志!”

彭士禄说，“我不能给我爸丢脸，当不了革命家，但我能当
专家，我要在核动力领域，做出名堂来。”所以，他用一生



来践行他的诺言。

“彭老六”

工作上废寝忘食、敢于拍板、勇于承担的“彭大胆”，在生
活中却是个老顽童。虽然童年过得颠沛坎坷，但他却一直是
个乐观的人。

在家里，彭士禄有很多绰号，彭老乖、彭老帅、彭老六、老
朋友……其中，“彭老六”的由来，与家庭成员的“地位排
序”有关。

家里面，夫人永远是第一位，大家都必须听她的;女儿排第二，
因为她是夫人的追随者，永远支持夫人;外孙女排第三;保姆
排第四;女婿排第五;自己则排第六。

彭士禄调侃，“我在家最没地位，人人都可以管我。要规定
我几点睡觉，要管我吃饭，不让抽烟喝酒。”因此，彭士禄
经常一回家就问：“老五回来没有?”颇有点“难兄难弟”的
意思。

“我小朋友回来没有?”彭士禄管外孙女叫“小朋友”，外孙
女就叫他“老朋友”，都是玩笑称呼。年纪越大，越喜欢开
玩笑。他的同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永茂也说，“他就是一
位爱笑的老人。”

“中国好爸爸”

年轻时的彭士禄一直忙于工作，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但退
休后一家人一起生活得很幸福。

彭士禄95岁时，女儿彭洁专门给他颁发了一个独一无二
的“中国好爸爸”奖。当时制作门店的老板还说，这是他第
一次制作这样的礼物。



女儿彭洁经常与父亲说说笑笑，还给他颁了一个“最帅老
爸”奖。

晚年住院后，女儿常来医院看彭士禄，有时还带客人来。每
次探视完了，他总是坐着轮椅坚持送客人到电梯口。等客人
上了电梯后，他冲着人们挥手，有时还调皮地跟女儿说“see
you tomorrow”，最后还来一个飞吻。这是他跟女儿之间特有
的互动。

女儿彭洁说，“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
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觉。他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

“拓荒牛”

在彭士禄家中的橱窗内，摆放着他最爱的三件“宝贝”：中
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成功纪念盘、核电站核岛模型和拓荒牛
雕塑。彭洁说，父亲最爱的是第三件。“很多同事说他像一
头拓荒牛。这是他最好的人生写照。”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选派留学苏联的名额，前
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6年获得苏联颁发的优
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正当他准备毕业回国时，正在苏联
访问的陈赓大将将彭士禄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
“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
意改行吗?”

彭士禄几乎是脱口而出：“我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

彭士禄常说，自己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
是建核电站。彭洁说，“他一生都在为祖国的核动力事业奋
斗……他希望和核潜艇永远相伴，永远守卫海洋。”

2021年3月30日，在《英雄核潜艇》的歌声中，彭士禄完成了
他最后的心愿：骨灰撒向大海，永远守护祖国的海洋。



从烈士的遗孤到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他默默走完了为
祖国“深潜”的一生。一辈子太短，短到他只为祖国做成了
两件事;一辈子又太长，长到他把生命熔铸进新中国核事业基
座上的磐石。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她是xx华坪女子高中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
长张桂梅，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十佳师德标
兵。2020年10月，x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向她学习。

张桂梅作为千千万万基层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她始终把教
书育人立德树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自1990年
参加工作以来，她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人身追求，而
且在工作的这三十年中也一直积极践行这一人生追求。

作为一名教师，她心系困难群众，始终相信群众利益无小事，
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教育扶贫行列，在她的努力下，
华坪建成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她坚持树人先树魂，
把思想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作为立校之本。她长期拖着
病体，坚守工作岗位，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只要还有一
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她把自己的工资奖金和社
会各界捐助她治病的100多万元全部投入教育事业自己却甘守
清贫。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张桂梅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有一项重要
的工作--家访。张桂梅身体不好，但是她却从来不让学生家
长来开家长会，自己拖着生病的身体进大山挨个对学生进行
家访。在遇到有辍学思想的学生时会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给
学生和家长做工作，不让一个同学掉队。就是这样的家访，
张桂梅坚持了十年，帮助很多想辍学的孩子又重新走进了学
校，坐在了课堂上学习。



拜读了张桂梅同志的先进事迹和用生命点滴的人生故事传说
传说传说，我深切的领会到一个智者和仁者所显现出来的精
神魅力。张桂梅不是制造出来的英雄，她是那样朴实，那样
真实，也许她在悄悄的改写着英雄的概念.”张桂梅的精神，
是一种时代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主义追
求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张桂梅的精神，又是一种平凡的精
神，体现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把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和回
报，具体落实到自己的事业和学生上，在普通教学岗位上，
恪尽职守呕心沥血淡泊名利执着追求。我作为教师中的一员，
我要用心感受用心学习张桂梅的精神，学业上不断进步，修
养上不断完善，做学生热爱人民满意的优秀教师，做无愧于
时代的光荣教师。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一个人，总有感动的时候，世上永远不缺少令人感动的人。
中央电视台在芸芸众生中，寻找出10个中国最令人感动的人，
在每年的春天通过《感动中国》这个节目，向大家介绍这些
人和他们令人感动的事迹。《感动中国》已经开展了10年，
可我却只看了一期，就是今年的这期。

今年，每个人物的事迹都十分令我感动。像朱光亚爷爷，他
一心研究原子弹，率领科研人员研究了整整10年。经过他不
懈的努力，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终于研究成功了，他为中国核
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像胡忠和谢晓君夫
妇，他们放弃在城市里的优良条件和工作，到山区的孤儿院
去教书。这一教，就是12年。他们经常因为过度疲劳而昏倒，
但他们还是坚持在那里教书。在这其中，无臂的钢琴师刘伟
最打动我的心。

“我的人生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
这句话是刘伟的励志名言。的确，他精彩地活着。刘伟在10
岁的时候，因为一场事故被截去了双臂，可他没有放弃对未
来的憧憬和对人生的希望。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坚强地



挺了下去。从10岁—12岁，从失去双臂到踏上维也纳的大厅，
他创造出了无数的奇迹，他时时刻刻都在努力。

刘伟令我感动的，是他那种相信自我的心情和他那坚持到底
的精神。

我又想起了我自己。平时，我很少有坚持不懈做到底的事情，
常常是做到一半时，觉得太难了，太累了，就不做了。就拿
我跳绳来说吧。前几个星期，妈妈对我说，跳绳对身体的健
康有好处，于是我规定自己每天跳绳500个。坚持了几天，就
做不下去了，因为跳完绳后，很累，气喘吁吁的，十分不舒
服。我心想：这太累了，我还是放弃吧。很快，放弃就战胜
了坚持。

现在，我看了刘伟的事迹，我认为，刘伟在学习的过程中，
一定遇到了许多困难，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相信自己，
克服了困难，取得了成功。

刘伟的精神值得我学习，“感动中国”的人物的精神，我都
要学习。《感动中国》让我知道了许多令人感动的人，让我
知道了许多值得我去学习的人。《感动中国》，一个让人感
动的舞台！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六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如约而至，守在电视机前
的我看着荧幕中的一个个人，听着一件件事，不自觉的便红
了眼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八十七岁的孙家栋爷爷已经年过古稀，
少年勤学的他正如他的名字一般，“家栋”——家国栋梁。
导弹、卫星、嫦娥、北斗，满天星斗璀璨，写下他的传奇，
孙家栋爷爷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的多个第一紧密相连，他是中
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



第一课返回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中国通信卫星、
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
的总工程师，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
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在他领导下发射的卫星竟奇
迹般地占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镜头前两鬓斑白的老
人眼角湿润，泪光闪烁。眼中满含的是对航天事业的热爱、
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熊熊火光闪耀灵魂。20__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一场大火猛烈
的袭击着一座居民楼，浓烟迅速吞没了整栋楼，一楼的王锋
发现火情，义无反顾的三次冲进火海救人，二十多位邻居无
一伤亡，可是从火场出来的王锋，已经被烧成了“炭人”浑
身漆黑，神志已经不清醒。在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王锋的伤情似乎有所好转。正当所有人都盼着这位英雄能早
日康复时，十月一日下午，他却悄然走远，永远的离开了人
世······。

面对一千度的烈焰，没有犹豫、没有退缩，用生命助人火海
逃生，小巷中带血的脚印，刻下他的无私无畏，高贵的灵魂
浴火涅槃，在人们心中永生。

诲人不倦无私奉献。支月英是江西省澡下镇的一名老师，一
九八零年，只有十九岁的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来到离
家百里远的泥洋小学。这里山高路险，支月英却丝毫没有退
缩，毅然决然的留了下来，成为了一名深山女教师，三十六
年以来，支月英坚守在偏远山村的讲台上，几十年如一日，从
“支姐姐”变成了“支妈妈”，培育了大山深处的一代又一
代人。

一腔热血育桃李，三尺讲坛写春秋。你跋涉了许多路，却终
是围绕大山，吃了许多的苦，但给孩子们的却总是甜，坚守
才有希望，这是你的信念。三十六年，绚烂了两代人的童年，
却白了你的麻花辫。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七

“优秀的第一书记黄文秀，人民不会忘记你!生者奋疾砥砺，
逝者安息千古!”看到有关黄文秀事迹的报道后，市委政研室
驻壶关县龙泉镇清流村第一书记马继红将自己的心声通过微
信朋友圈与大家分享。他说：“黄文秀舍小家为大家，把贫
困群众当亲人，把贫困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敢于迎着困难
上，朝着坚毅走，把宝贵的青春年华永远定格在了大山之间。
她的言行操守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她是扶贫干部的骄傲，
也是砥砺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

榜样的力量催人奋进。“埋头苦干、不为名利，与群众日夜
相伴，用心用情用力为基层群众做实事、办好事，为百坭村
的脱贫攻坚倾注了心血和汗水。我们向她滚烫的初心和高尚
的灵魂致敬!”连日来，黄文秀的先进事迹深深地感染着我市
脱贫一线的干部群众，大家纷纷表示，黄文秀是扶贫干部的
优秀代表，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很多优秀的同志
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坚守初
心，担当奉献，将青春和热血书写在大地上，书写在人民心
中。

共产党员就应该向文秀同志一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要从文秀的先进事迹中汲取克难攻坚的斗志和力量，
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关键期绝不气馁，要团结起来把文秀
没走完的长征路走完。

文档为doc格式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八

冬奥会超级新秀苏翊鸣与亚洲飞人苏炳添的互动，近几天成
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令人欣喜的是，在苏翊鸣登顶之时，他的偶像也迎来运动生



涯的高光时刻：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确认，英国田径运动员乌贾违反了兴
奋剂规定，他所在的英国队在东京奥运会获得的男子4x100
米接力银牌将被没收，加拿大队、中国队分别被递补为亚军、
季军。

有必要提醒的是，这枚奖牌，不仅是苏炳添运动生涯的第1枚
奥运会奖牌，也是中国接力队乃至中国短跑队在奥运赛场奖
牌零的突破。

天生条件的差异，让黄种人的短跑能力不及白种人，更是大
大地落后于黑种人。

我们不妨翻开历史资料做一番对比：1982年男子100米世界纪
录为9秒95秒，当时的全国纪录仅为10秒52，差距真的不小。

田径是拥有40多个奥运项目的一个大家庭，绝大多数项目
是“单打独斗”，比赛中运动员必须依靠个人的能力与对手
拼争。

相比之下，接力比赛称得上田径赛场的一朵“奇葩”，参赛
的4名运动员需要通过接力棒的传接来完成比赛，要想在赛场
上克敌制胜，除了一流的速度，还需要一流的交接棒流畅度，
接力项目的这一特点给中国队带给了不小的上升空间。

事实上，40年来中国男子接力队屡屡在亚洲赛场甚至世界赛
场演绎不可思议的“东方极速”，为中国田径乃至中国体坛
增添了不少荣光。

对于资深体育迷来说，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
运会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应该记忆犹新，那是中国男子接
力队的成名之战。



当时，由蔡建明、余壮辉、何宝栋、袁国强组成的中国队，
跑出了39秒82的亚运会新纪录，并摘取冠军，为中国亚运代
表团夺得历史上的第一个接力项目金牌。

4年后的汉城奥运会，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开始时，中国和韩国
代表团均夺得93枚金牌，最后举行的男子4x100米决赛便成
为决定双方金牌榜位次的终极对决。

关键时刻，中国队四将携手创造了39秒17的亚洲新纪录，为
中国代表团夺得奠定胜局的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因此连续
第2次坐上亚运会金牌榜头把交椅。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堪称中国男子接力队的第一王朝期，
那段时间中国接力队不仅称雄亚洲赛场，还频频在世界大赛
露脸。

198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4x100米决赛，当时由李涛、蔡
建明、李丰、郑晨组成的中国队，跑出了39秒05秒的亚洲新
纪录，以小组第四的身份晋级决赛，最终获得第7名。

三年后在家门口举行的1990年北京亚运会，中国男子接力队
再创佳绩，国手以敲开39秒大关的优异成绩实现亚运会三连
冠，创造了中国男子接力队的第一个辉煌期。

时隔20年，第16届亚运会在中国广州激情上演。

广州亚运盛会的田径赛场，沉寂20年的中国男子4x100米接
力再度发威，陆斌、梁嘉鸿、苏炳添、劳义4位中国飞人奉献
出38秒78的亚运会新纪录，击败老对手日本，赢得一场酣畅
淋漓的决战。

这场胜利，标志着中国男子接力队第二王朝的开启。

随着张培萌、苏炳添、谢震业等亚洲顶尖飞人的先后崛起，



此后几年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的竞争力上升到一个新台
阶。

2014年仁川亚运会，由陈世伟、谢震业、苏炳添、张培萌组
成的中国队，以37秒99的成绩再次打破亚洲纪录，并成功卫
冕。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的37秒99夺冠成绩排在当年的世界第
四位，仅次于牙买加、英国和美国队，即便放在任何一届奥
运会上，这个成绩都可以获得奖牌。

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国男子接力队，在不断突破自我的奔跑中，
逐渐从亚洲顶尖层面跃升到世界一流水平。

2015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莫有雪、谢震业、
苏炳添和张培萌四将在接力赛连续发力，他们先后两次跑出
惊人成绩。

中国接力队先是在预赛以37秒92的成绩刷新我们自己保持
的37秒99的亚洲纪录，当晚又以38秒01夺得世锦赛银牌，创
造了亚洲队伍在世锦赛百米接力的历史最高名次。

更令人骄傲的是，这也是有史以来亚洲运动员在世界大赛该
项目的历史最佳战绩。

客观的说，这段时间属于男子接力队的亚洲荣光，不仅仅来
自于中国队，还有同样优秀的日本队。

五六年前，新星辈出的日本接力队也上升到世界一流水平，
这支团队在2016年奥运会、2017年世锦赛、2019年世锦赛分
别夺得银牌、铜牌、铜牌，并将原写在中国队名下的亚洲纪
录提升到37秒43的惊人高度。

当然，苏炳添领衔的中国接力队，这期间仍然是中国田径队



的主要亮点，他们仍然保持在世界一流强队之列，先后获
得16年里约奥运会第4名、17年世锦赛第4名、19年世锦赛第6
名。

和中国田径队其他径赛类项目比较，这些都是令人惊叹的闪
光业绩。

日本接力队的崛起，意味着男子4x100米接力的中日斗法，
其影响力不再局限于亚洲赛场，已经成为世锦赛乃至奥运会
的一道风景线。

毫不夸张的说，这是属于亚洲体坛新的荣耀和光彩。

当然，苏炳添和他的队友们，他们的最高目标不仅仅是中日
之间的斗法，而是力争在世界更高赛场以干干净净的一流成
绩击败强劲的对手，为中国田径乃至中国体育赢得更高的荣
誉。

半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他们在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跑
出37秒79，又一次显示出这支团队的世界一流水平。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昨天的裁决，让中国男子接力队终于
获得半年前就该属于自己的1枚奥运奖牌。

虽然这份荣誉来的有些迟，但终究是真实战胜了虚假。

祝贺中国男子接力队迈上新的台阶!他们今后必将带来更多的
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