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员的感悟收获(优质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我们写心得感悟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运动员的感悟收获篇一

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杰作，它将体育运动
的多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
在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和新闻媒介等
诸多方面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不仅
构成了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文化景观，以其特有的文化魅
力愉悦人们的身心，更以其强烈的人文精神催人奋进，生生
不已。奥林匹克运动的具体呈现——奥运会促进人的生理、
心理和社会道德全面发展，沟通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在全世界普及奥林匹克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社会运
动。

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__年北京奥运会共有参赛
国家及地区204个，参赛运动员11438人。共创造43项新世界
纪录及132项新奥运纪录，共有87个国家和地区在赛事中取得
奖牌，中国以51枚金牌居金牌榜首名，是奥运历首个登上金
牌榜首的亚洲国家。20__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但
从未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而20__年奥运会在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拥有4亿青少年的中国举办，使得奥林匹克理想和
精神得到更广泛的普及和发展。

10月18日，20__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火种在奥林匹克运动发祥
地——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遗址采集成功。国
际奥委会主席说：“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座
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20__年北



京冬奥会将把中国人民与世界联系起来，实现让3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愿景，永远改变冬季运动历史。当中国迎接秀的冬
季运动员之时，全世界将看到中国的激情。”奥林匹克火种
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崇高象征。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之时，奥
林匹克火种又一次带给人们信心、温暖和希望，凝聚起共同
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

申办冬奥会的成功，向全世界展示了北京举办国际体育赛事
的实力和信心，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体坛迈出了更大一步，进
一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和信任。而中国北京举办冬奥会，
将在东方这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大物博、经济繁荣、
生活幸福、人口众多的世界大国更好地传播奥林匹克团结、
友谊、和平的宗旨和理念，推动全国人民以不同方式投身冰
雪运动及相关产业，并将为健康中国、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
出新贡献。

北京20__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誓师大会在北京举
行，约5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城市志愿者代表向全体城市志愿
者发出倡议：要以的状态、的形象，全力以赴做好冬奥会城
市志愿服务。同一天，张家口赛区志愿者出征仪式在线举行，
来自河北省29所高校的3000余名冬奥志愿者在线互动，立志
用青春书写志愿冬奥的满分答卷。

热情好客的志愿者是冬奥会的名片。他们必将用专业敬业的
态度、热情洋溢的服务，为“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
奥会增光添彩，展示中国人民热情好客、文明礼貌和开放自
信的风采，在全社会营造热烈的冬奥氛围。

运动员的感悟收获篇二

世界上人可以有多种分法：黑人、白人;中国人、美国人;还
有健全人、残疾人。

肢残人(肢体残疾人)，就是我们所说的盲人、聋哑人，以及



手、脚处于基本功能丧失或完全瘫痪的人。这些人，在自理、
阅读、行走等方面多多少少会有些困难，而这时，作为健全
人的我们，就可以在闲暇无事时，帮身边的肢残人做扫地、
洗地、洗碗等家务，或读书上的故事给他们听，或跟他们聊
天，甚至还可以在公路上扶一个盲人或一个残疾人过马路，
这些都是些举手之劳，做起来不会很难吧?我想应该不会。

残奥会全称“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世界残疾人运动
员的比赛乐园。20__年残奥会有：射箭、田径、硬地滚球、
自行车、马术、五人制足球、七人制足球、盲人门球、盲人
柔道、举重、赛艇、帆船、射击、游泳、乒乓球、坐式排球、
轮椅篮球、轮椅击剑、轮椅橄榄球、轮椅网球等20个大型项
目，共设471枚金牌。我国著名残疾人运动员刘美丽、吴彦俭、
谢兆星等人也将在残奥会上一显身手，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希望，在残奥会上，世界各国残疾人运动员都能够再创佳
绩，一展风采!

我更希望，在这个社会日趋文明、科技日益发达的年代里，
残疾人越来越少，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希望没有人被残疾的
痛苦所折磨!

我祝福所有的残疾人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希望你们能身残志不残，过好生命的每一天!

我认为，残疾人又是另一个新的人群，它有理想，有力量，
只要自己多多努力，也会有好的生活。周围的人对残疾人需
要关心爱护，而它，要更自信，自立，自强，他们与平常人
没什么不同。而且，有些常人做不到的事，他们却可以做到。

做一个“常人”!



运动员的感悟收获篇三

北京20__年冬残奥会开幕式3月4日晚将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这两天，开幕式的参演人员正在加紧排练。

在这场体现残健融合的开幕式上，手语老师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今年1月初，手语老师荆小笛和这群听障的孩子就开始
和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们一起排练。

他们要共同完成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中一个关键环节的表演。

在这段表演中，听障演员占了一半多。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
的手语老师一共有14名，这些老师被分配到了各个不同的环
节中。

在彩排中，导演对演员站位、动作、表情等要求要通过手语
老师，准确地传递给听障孩子。比方说导演会站在高台上从
上面俯视，我们手语老师就在下面，导演会提前跟我们手语
老师先做工作。

然后我们就会大概明白导演的意思，因为孩子他是听不见导
演说他的头在几点方向，我们就会亲自上手就给他们把(位
置)做示范，彼此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在这些参加开幕式表
演的听障演员中，有不少人都没有表演基础。

因此，如何理解所表演节目的内涵，就需要手语老师们一点
点地讲解。孩子是靠我们的手语去理解这个作品，给他们讲
解这个作品的时候，每次也是会很耐心地给他们讲这个作品
的理念。

在课下的时候一遍一遍重复的时候，其实孩子们也会有疲惫
状态的时候，我们也是一直给他们鼓劲儿加油。

经过近两个月的磨合，手语老师们已经跟导演组和演员们形



成了良好的默契。

为了让开幕式演出达到最好的效果，他们在用自己的努力架
起残健融合的桥梁。因为手语老师他们不仅仅是从事语言的
翻译工作，他们对于节目的理解，还有导演意图的表述，他
们的转达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很多人都不是舞蹈出身，但是就是通过这个节目整个团
队的融合，到最后的呈现就是变成我们导演指挥的重要桥梁。

我觉得残健融合这个形式最好的意义是在于我们彼此没有差
异，这才叫残健融合，我们都是舞者的身份，来一起完成这
个作品。

运动员的感悟收获篇四

今年的两届奥运会可谓是我们国家的盛事，赛场上体育健儿
们的精彩表现，时刻感染着亿万人民为他们而欢呼，特别是
残奥会上的残疾运动员们的表现更让我为他们而激动，虽然
他们缺少着身体的某一部分，但他们身残志不残的顽强的拼
搏精神令我在心灵的最深处涌起一股股激情与力量!

在残奥会结束后，我深深地感觉到，他们才是生活的真正强
者。从组织者和志愿者热情的服务中，让我又感觉到在当今
社会残疾人正在被浓浓地关爱所包围，他们顽强不屈的精神
使他们成为赛场中最为闪亮的人物。

从48年前奥林匹克向残疾人打开成功之门后，数以万计的残
疾运动员用惊人的毅力与顽强不屈的精神，在富有挑战性的
赛场上以摄人心魄的勇气，书写着一篇篇动人的华章。他们
用行动来向世界证明，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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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坎坷。
他们中有些人是先天残疾，有些人是后天不幸遭遇各种各样
从天而降的灾难，在经历过生命的低谷之后，他们无一例外
地选择了站起来，迎接生命的挑战。残疾人运动员，几乎百
分之百的都不是职业选手。因此，他们一没有充裕的.时间去
进行训练，二缺乏资金的保障去购置训练器材和服装等必需
用品。他们付出的努力除了身体上与正常运动员的差距外，
还有许许多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
并走到今天，走到奥运会的赛场。

“鸟巢”、“水立方”，因为有残奥运动员，而同样精彩。
对待残疾人运动员，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爱，他们不仅是我
们的兄弟姐妹，而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自强不息，
他们敢于做生活中的强者，都奏出了一曲高亢激越的生命交
响曲的宏伟乐章。

残奥会，除了精彩的比赛，我们还能读到无数催人泪下、催
人奋进的故事。我们更深地体会到：爱，应该献给每一个人;
爱，时时刻刻在我们心里;爱，温暖着生活的每一天。只要有



爱，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人类的生活，一定会更美好。

运动员的感悟收获篇五

名聋人舞蹈家，用精巧、灵动的双手，“跳”着酷似芭蕾的
舞步，轻盈欢快地旋转、跳跃。

她们中间，一位身着白色舞裙的小姑娘，坐在轮椅上用双手
翩翩起舞。她就是中国汶川大地震后被许多人称为“芭蕾女
孩”的李月。

在她少女的梦里，自己将成为一名舞蹈家，登上华丽的舞台，
跳着美妙的芭蕾。

然而，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震垮了教室，埋在废墟70小时的她，
眼见身边的同伴渐渐失去了生息，“我靠心里想着跳舞的事
坚持着。”

她得救了，但她失去了左腿。“我还想跳舞呢!”她哭了。但
哭过之后，这位11岁的女孩却一语惊人：“我不会放弃舞蹈。
”

“我知道，自己现在继续学跳舞要比正常人辛苦得多，但我
还是会坚持。”参加残奥会开幕式演出的排练，她亲眼看到
那么多聋人姐姐听不到声音，却跳出那么优美、那么整齐的
舞蹈，她觉得有了更多信心。

伤痛没有泯灭她的梦想，她在伤痛中成长，她在追求中坚强。
今晚，她把长发高高盘起，柔美的手臂舞出曼妙的舞姿。和
她一起表演的“芭蕾王子”吕萌，将她高高托起，透过伸向
天空的双臂，人们看到她清澈的眼神和微笑的面庞。

鸟巢中央，数千位运动员和全场观众一起为芭蕾女孩喝彩。
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和这个中国女孩一样，有自己执著的追



求和梦想。

南非姑娘纳塔莉·杜托伊特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从小喜爱游
泳并被认为具有天赋。一场车祸让她失去了一只小腿，但没
能让她向命运低头。4年前，她在雅典残奥会上创造了五夺金
牌的奇迹。

“只要心存梦想，最终一定会成功”，这是24岁的纳塔莉的
座右铭。

现在，纳塔莉·杜托伊特在为李月的优美舞姿欢呼，谁能不
说，她也是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梦想造就奇迹”的人生之
路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