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冬奥会冬残奥会 北京冬残奥会个
人四年级心得体会(模板10篇)

人生是一次次的选择，每一次决定都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影
响。如何在人生的坎坷中保持乐观和积极的心态？接下来是
一些精心挑选的人生总结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写
作思路和样式参考。

冬奥会冬残奥会篇一

这次冬残奥会开幕式最让人震撼的一幕无疑是盲人跳远运动
员李端将火炬插入雪花型主火炬台的一幕，这也是全球第一
次由盲人作为主火炬手，当他点火时，全场都在为他加油。
他说：“虽然我看不见光，但我能感受到温度。”世界和平
正如这支冬奥火炬一样，用它的温暖感召着每一个人，即使
有些人看不见、听不见，却也不断地追求着实现与超越。

冬残奥会的精神正是如此，无论国籍、性别、民族，每个人
都努力用自己微小的一点正能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冬奥会冬残奥会篇二

冬残奥会的火炬点燃现场的同时，也点燃了我对冬残奥的热
情。让我最为感动的一幕，无疑是中国代表队选手的入场，
尽管戴着口罩，他们的眼中流露出难以言喻的热烈欢笑与激
昂情绪，或是乘着轮椅，或是穿着义肢，有一种强大的精神
从他们的身上弥漫开来，感染着我的内心。



开幕式动人心弦之处，不只是在于铺设绚丽冰蓝，曲调协调
美妙，陈词慷慨热血，也更是在于这些一位位代表国家、证
明自己的参赛者！冬奥的赞歌，也是人的赞歌！

冬奥会冬残奥会篇三

决赛中，及时调整后的董超很快进入状态，第一枪便打
出10.9环的满分成绩，之后更是牢牢控制住比赛，最终成功
卫冕，为中国残疾人代表团收获里约残奥会首金。另一名中
国选手苟定超则最终排名第八。

原标题:董超为中国代表团夺里约残奥会首金

据新华社电8日举行的里约残奥会r1-sh1级男子10米气步枪站
姿决赛中，伦敦残奥会冠军董超以205.8环的优异成绩成功卫
冕，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里约残奥会首金。

当天中午的资格赛上，状态一般的董超仅列第五，与另一名
中国选手苟定超磕磕绊绊闯入决赛。董超赛后告诉记者，来
到里约后，训练中还算正常，但真到打比赛时还是会有一些
压力。决赛开始前，教练针对他的心态变化进行指导。“教
练鼓励我放开去打，一发一发去拼，别去想成绩，打成什么
样就什么样，”他说。

决赛中，及时调整后的董超很快进入状态，第一枪便打
出10.9环的满分成绩，之后更是牢牢控制住比赛，最终成功
卫冕，为中国残疾人代表团收获里约残奥会首金。另一名中
国选手苟定超则最终排名第八。

冬奥会冬残奥会篇四



观看开幕式，深深打动我的，不只是美丽绚烂的开幕式本身，
不仅仅是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努力工作，更让我感动的，是
冬残奥会参赛选手们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和生命力。

“生命的绽放”或许正体现于此——身体的残缺并不能阻挡
人们生命的绽放、肉体的遗憾不能遮蔽精神的光芒。让我们
携起手来，在雪花纷飞之时，共看生命绽放。预祝2022北京
冬残奥会顺利进行！

冬奥会冬残奥会篇五

9月10日上午，从里约传来好消息，巴西时间9月9日下午六点，
我市东台籍优秀残疾运动员汤红霞发挥出色，在田径比赛女
子组f11级铁饼决赛中，以35.01米的优异成绩夺得银牌，这
也是我市在本届残奥会上收获的首块奖牌。

汤红霞，1976年出生于东台市新街镇，1995年毕业于盐城师
范学校体育专业，先后在新街镇新海小学、新海联中、新街
镇小学等校任教。汤红霞视力急剧下降，并被诊断患上视网
膜色素变性症，险些完全失去视力时，她还不到30岁。然而，
命运的不幸没有压垮她。因病退职后，她仍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先后入选省、国家残奥集训队，在国际、国内比赛中屡
获奖项。

在举行的北京残奥会上，汤红霞参加田径比赛女子组f12/13
级铅球和铁饼两项比赛，并在女子铅球f12/13级比赛中夺得
盐城历史上首枚残奥会金牌。在举行的伦敦残奥会上，汤红
霞勇摘女子组f11/12级铅球和铁饼两枚银牌。

汤红霞还将参加即将举行的里约残奥会女子组f11级铅球比赛。



冬奥会冬残奥会篇六

里约残奥会开幕式于北京时间8日5：45左右在里约马拉卡纳
体育场举行。轮椅击剑运动员、2012年伦敦残奥会女子重剑
团体冠军荣静，将担任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残奥运动员参加比赛要克服很多困难，他们承受着普通人所
不能体会的痛苦，他们值得拥有胜利和享受运动的快乐，也
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和喝彩!为运动健儿加油吧!

冬奥会冬残奥会篇七

当我们经过反思，有了新的启发时，马上将其记录下来，如
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很多人都十分头疼怎么写
一篇精彩的心得体会，这次白话文为您整理了北京冬残奥会
闭幕式心得体会（4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
励。

试问，你可否见过没有双腿的人努力骑行？可否见过没有双
臂的人在水中潜行？可否见过失去光明的人在赛场上努力奔
跑？这些我们想都没想过的事情，有人却用行动告诉我们：
只要你想，就有可能。

在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运会的赛场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
“身残”却“志坚”，向我们完美地诠释了顽强拼搏，自强
不息，自信友爱的内涵。而他们所展现的精神与品质，正是
当代青年需汲取和学习的。

自强不息奠定人生之基。古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君可见，聋哑人邰丽华用精美的表演向我们展示了
《千手观音》等震撼人心的作品；君可见，身患渐冻症的霍
金用不屈的意志完成《时间简史》等一系列壮举；君可见，
贝多芬凭借对音乐的热爱完成《月光曲》等伟大作品。这些
事例无一不告诉我们：只要你想()，便可成功。



顽强拼搏铸就人生辉煌。诗人冰心曾说：“成功的花儿，人
们只看到它现时的明艳，却不知当初的它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诚然，任何人成名前都要经过一系列
的蜕变。量变才可引起质变，你顽强拼搏的过程就是你在积
累经验的过程，终有一日，你所受过的伤，走过的荆棘，都
将开出最绚烂的花。哪有什么一夜成名，有的不过是跳水精
灵全红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与努力；有的不过是演
员张译从小角色做起，细心打磨每一个人物的认真态度；有
的不过是我们十二年来寒窗苦读积攒下的汗水与泪水。要想
人前富贵，必得人后受罪。而我们越拼搏，越幸运，终会成
功圆梦。

反观当代青年，有的沉迷追星打榜无法自拔；有的佛系人生
不拼不搏。这是多么的令人可悲啊！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
和花色的衣裙，更应该是你为追逐梦想而留下的美丽倩影，
如此方能彰显青春之姿，才能做到青春不悔，才能增强我辈
之力量，铸就中华之昌盛。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于春风里，更应继承和发扬顽强拼搏，
自强不息的精神，像残奥会运动员一样，不畏艰险，勇于挑
战自我，敢拼敢搏，如此，便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
脚步，我们终将成功！

在赛场上我看到，他们是快乐的使者，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
或多或少的都带着微笑，他们没有因为自己的生理缺失而烦
恼，也没有因为行动的不方便而气馁，在这点上是值得我们
这些肢体健全的人所学习的，也可以说，他们就是我们所学
习的榜样。

有些运动员虽然双目失明了，但他们灿烂的笑容并没有因为
双眼失去光明而暗淡；有些运动员虽然只能依靠着轮椅，但
是并没有因此而阻止了他们对奔跑的渴望；有些运动员虽然
失去了双臂，但是他们心中的翅膀依然引领着他们在赛场上
飞翔！



每当观看他们在赛场上精彩的演绎时，我的内心都会感到激
情澎湃。因为我看到了，看到了残疾人的坚强！在我们的身
边，依然有很多残疾人需要我们去帮助去关心他们，在日常
生活中也许一个小小地帮助，或者一句真诚的问候，都会在
共同前进和谐道路上洒满温暖地阳光！

体育馆外并没有喧哗，除了那“咚咚”在地上的脚步声，一
片寂静，可到了入口，我才感受到馆内就像一个压缩机，把
所有音量存储着，再一下放大……纵目望去，四周环视，汹
涌的人群就像一大波又一大波的海浪，运动员则是浪头，让
人们忽坐忽站。

这丝毫不逊色于正规的国际奥运会，一样有漫天飞舞、层叠
的彩旗，有激动人心的呐喊，更主要的有超出常人的残疾人
一颗颗身残志坚、不卑不亢的心。

在所有人都为跑步、轮椅竞速等令人兴奋的项目呐喊时，我
发现在女子掷铁饼赛场中她的身影是那么美。她是一个盲人，
戴着黑黑的眼罩，从年纪上看比我们大不了多少，身材有些
略微偏胖，手臂粗壮而结实，鼻子高高的，嘴巴挺长、大，
那席黑色的长发像随意垂下的绿叶，自然的美。她拼搏时的
力量却让我大吃一惊。

她的双手在白色防滑粉中摩擦。她眉头紧皱着，右手不断朝
着指定方向摆臂，让肌肉发挥最大力量，可却迟迟没有甩
出……我想到了她眼前的那一片无尽的漆黑。她以前或许也
看见过美吧，知道一切都那么宝贵……这时，她的右手已划
出了最大幅度，身体向前45°倾斜，猛地一用力，铁饼飞了
出去，像长有翅膀一样越飞越远，在大半个场地外坠地，我
拼命地为她鼓掌，好像赢得了世界，即使她看不见自己的成
绩，但两颗心灵早已触碰！

我懂了，这一切我们都应去尊敬，尊敬冬天墙角一株独自开
放的梅花，尊敬一小片翠绿枝叶，尊敬这个世界，去感受虽



然残疾但坚强、乐观的心！

残运会让我们看到了精神的力量。例如因为失去双腿的钱红
艳，她曾被称为“篮球女孩”，因为她的爷爷将旧篮球剪开
一圈，套在她身体的下面，走路时她就用一双小手拄着特制的
“木手垫”，“一步一步”地挪动身体，开始了借用篮球行
走的生活。然而如今15岁的钱红艳已是云南队的一名游泳运
动员。她不屈的精神造就了她的自信开朗，坚韧不拔。还有，
周景景也是一名优秀的残疾人运动员。她出生江苏省邳州市
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3岁那年由于高烧引发了小儿麻痹症，
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16岁时，周景景有机会接触到了残
疾人体育。一开始她练了4个月的乒乓球，后来江苏队选轮椅
击剑队员，她决定选择击剑。现在，她已经获得了8枚金牌了。

残运会，是一个让人受益良多的课堂。在这里，我知道了：
生命，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努力，就一定能绽放出美丽的光
芒！

后冬奥时代，无障碍环境建设应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自觉，
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标配。

北京冬残奥会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人们在为冰雪健儿喝彩
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本届冬残奥会上的一些特殊关照措施。
比如，极少数残疾人士由于脊髓功能障碍导致体温功能异常，
对此，相关方面通过提供医学证明等材料，确保其正常参赛。
再如，不能佩戴口罩的少数人员被允许佩戴防护面屏，视障
人士也可携带导盲犬。

这些细微的服务工作，充分体现了北京冬残奥会的人文关怀。
其实，这些措施只是一个缩影，借冬残奥会的契机，北京乃
至中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都在大步前进。以冬残奥会场馆为
例，在此次冬奥会结束后的短时间内就已完成无障碍化改造：
国家游泳中心的看台无障碍坐席及卫生间均比原来增加一倍；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轿厢式缆车可供轮椅使用，轿椅式缆车



满足下肢残疾运动员带滑雪器使用；在张家口冬残奥村，下
沉广场设计建设了符合坡度要求的多折木质坡道，方便残疾
人通行。这些贴心设计受到不少称赞。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场馆的无障碍改造将永久保留，这意味
着这些场馆赛后也将向残疾人开放。残疾人的运动权利，并
不是在专业队伍里才需要，更不是只在比赛时才存在。如何
让运动进入广大普通残疾人的日常生活，这些场馆就是很好
的示范。

正因此，目前正组织编写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无障碍中国方案》，将总结展示此次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场馆
无障碍建设成果，并作为冬奥遗产为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无
障碍环境建设提供示范。

事实上，此次冬残奥会的举办，已把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
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比如，北京此前启动的“全市无障碍
环境建设2019-2021年专项行动”，围绕重点领域累计整治整
改点位33.6万个，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冬奥会冬残奥会赛
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基本实现无障碍化。张家口无障碍环
境建设的成果也非常显著。

可见，一次冬残奥会，极大地带动了无障碍环境的提升。以
此为契机，我们也当把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意识提上一个新高
度，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标配，甚至是今后城乡建设规划时的
“前置条件”。

而让残疾人可以更自由、更安全、更体面地进入日常，也该
成为人类社会运转的思维底色。因此，期待此次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不仅可以为无障碍建设提供中国方案，也能大幅
提升关爱残疾人的人文环境，让我们和“我们这百分之十
五”携手逐梦前行。

北京冬奥会上，短道速滑选手利用二次出发前的短暂时间临



时调整冰刀的场景，曾成为首都体育馆内一道特别的风景。
激战正酣的冬残奥赛场内外，使用专业工具为轮椅和义
肢“动手术”的技师，同样十分“金贵”。

李亚亚是北京冬残奥会赛区器材维修点的工作人员，几乎每
一位将轮椅或义肢交给他的运动员，离开时脸上都会露出满
意的笑容。他坦言：“看见选手的笑容，就是我们工作最大
的价值。”

李亚亚这次是跟随奥托博克公司的团队来为冬残奥会服务的。
据他介绍，此次他们在北京、张家口和延庆三个赛区都设置
了专门的器材服务点，“过几天我会去支援一下北京赛区，
那边的任务比较重。”谈及自己与运动、与奥运结缘的过程，
这个常年在海外工作的技师透露，体育在自己的人生中，一
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小时候是练游泳的，在昆明游泳队、火车头游泳队都练
过一段时间。”李亚亚说，“它让我学会了不放弃和坚持到
底的精神，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激励。”虽然李亚亚的专业
游泳训练没能延续，但体育的种子，却已在他心中埋下。也
是这个原因，他在升学时，将体育院校的运动康复学作为自
己专业的第一选择。

毕业后，李亚亚如愿进入运动康复领域工作，成为运动员背
后那个必不可少的依靠。几年后的一次机缘巧合，他获得了
前往加拿大工作的机会，并与轮椅义肢等器材“亲密接触”。
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所能为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提
供更多帮助，从那一刻起，李亚亚与冬残奥会之间的连线，
悄然开启。

在加拿大，李亚亚很快凭借良好的工作能力获得业内认可，
也确实如当初期待的那般，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当地的残疾人
提供了不少帮助。而一次在多伦多社区的残疾人慈善运动会，
更让他感受到了残奥运动员的不易。



在那场运动会中，主办方设置了体验环节，爱好体育的李亚
亚自然没有错过机会，体验的结果也给了他不小的震撼。李
亚亚记得，在尝试盲人跑步时，从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起，
他的身体就像一台停滞了的机器，不知道该如何运转，“虽
然身旁有引导员，但我一直没能适应这样的环境，找不到跑
步的节奏。”那一刻，这位业务能力出众的技师才真正感受
到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需要面对的艰难险阻，“我感觉自
己30米都移动不了，他们要绕着场地跑好几圈。还有轮椅篮
球，看起来不是非常难操作，但亲身体验后才了解，控制轮
椅方向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在那场慈善运动会后，李亚
亚做了决定，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赛场为残疾人选手提供
更好的服务。

实现心愿的机会很快来到，作为残奥会的合作伙伴，李亚亚
所在的企业向员工发出奥运服务意向邮件，他毫不犹豫地填
写了个人信息。“这次冬残奥会在我的祖国举办，我更应该
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现国人的风采。”

来到北京后，李亚亚首先被派到以雪上项目为主的张家口赛
区，参与运动员器材的调整和修复服务。据他介绍，目前张
家口赛区的器材处每天9点开始服务，一直延续到下午比赛结
束，“这几天比赛密度不大，基本到（下午）2点半或者3点
就结束了。”

这几个比赛日工作下来，李亚亚最大的感触，除了选手的拼
搏精神，还有器材维修中细节的重要性。“上周日，刚刚夺
得冬残奥会越野滑雪女子长距离（坐姿）金牌的杨洪琼来调
整器材，她希望我们将她的冰椅调宽一些。”李亚亚回忆，
他和几个同事很快量出了器材的尺寸，并就不同方向的使用
感觉，乃至固定螺丝所在的位置，与新科冬残奥冠军进行了
细致地探讨。“到了赛场上，真正和器材为伴的，还是运动
员，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尽量把每一个与器材有关的细节都
做到最好。他们站上这片赛场，已经非常不易，我们作为服
务人员，也要将心比心，争取让所有选手带着希望来，带着



笑容离开，真正享受奥运会的旅程。”李亚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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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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冬残奥会篇八

据了解，本次里约残奥会一共设置了22个大项与528个小项，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视力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而皮
划艇与铁人三项都是这一届残奥会新添的运动项目。中国体
育代表团本次将参加视力残疾与肢体残疾这两个类别的比赛，
其中包括了射箭、田径、硬地滚球、皮划艇、自行车、游泳
等17个大项与328个小项目的比赛。这是我国参加在境外举行
的残奥会运动员人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多、代表团规模最大
的一届。

目前，残奥会开幕式中国旗手已经确定是在伦敦残奥会上获
得女子轮椅击剑项目冠军的荣静。

冬奥会冬残奥会篇九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克雷文在全场的欢呼声中出现在看台上并
启动倒计时。15米高的巨大数字由10到1的顺序从体育场顶端
渐次落下，而在最后一刻，极限轮椅运动员阿伦・福瑟灵厄
姆沿着场内的巨型斜坡，穿越代表着“零”的黄色圆圈，飞
跃马拉卡纳体育场。据组委会介绍，阿伦是世界上唯一一名
可以在轮椅上完成该动作的人，对他而言，轮椅并非是残障
人士的工具，他的梦想则是设计出最为动感的轮椅。

这一举动所包含的勇气范文写作，完美地诠释了本次开幕式
的主题“心无边界”。



冬奥会冬残奥会篇十

组委会之前透露残奥选手艾米・珀迪将在开幕式上登场，但
在发布会上所说的与珀迪互动的“神秘嘉宾”直到今晚才终
于揭开面纱――名为库卡的机械手臂突然出现在场地中央。
珀迪翩翩起舞，手臂也随之响应，双方似乎扮演着对方的舞
伴，却又在舞蹈的动作上悄悄地较劲，随着珀迪的动作愈发
自由与写意，库卡似乎终于明白自己无法在与人类的“斗
舞”中取得胜利，低头向珀迪致意。

这一机械手臂由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生产，该公司
在39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机器人、自动化与技术解决方案。库
卡作为该公司生产的机器人则应用于诸多工业领域。今晚出
现在观众面前的库卡机械手臂高2。15米，1。15米宽，2米长。
尽管它的重量超过1。5吨，但动作仍相当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