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弘扬女排精神的演讲稿集合(优质8
篇)

典礼的意义在于给人们一种机会，让他们放下日常的琐事，
聚焦在庄重且有意义的时刻。小编找到了一些感恩的音乐和
歌曲，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弘扬女排精神的演讲稿集合篇一

亲爱的同学：

当中国女篮荣光不再，中国女足深陷困境，中国男排未能称
霸亚洲，中国男篮和男足成为无法言说的悲哀，在三大球项
目里，全部的希望都面临着崩溃。也许我们在国乒中自我满
足，在体操跳水里欢呼雀跃，但在世界的眼中，我们仍然是
黯淡无光的弱者，至少在体育上是这样的。可是今天，中国
女排在面对东道主巴西时奋力搏杀，赢下了这场荡气回肠的
胜利，让多少人湿了眼眶！在世界认可的三大球项目上，中
国女排依然昂首挺立！

排精神，是她们用“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精
神鼓舞了整整一代人。我们的父辈们，曾经在十几寸的黑白
电视机面前守候，看着一记记重扣欢呼雀跃、感动不已。

如今，中国女排五连冠的梦幻已然不再，我们可以在四五十
寸的电脑显示器面前观看着世界各地的体育比赛。但我们很
难再去为一直球队疯狂、感动，我们失去了梦想和信仰，我
们习惯了在三大球项目中的失败。当中国女排再一次用拼搏
和顽强战胜对手时，曾经的荣光和信仰突然焕发，一种莫名
的感动涌上心头。

女排精神是刻苦奋斗、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上个世
纪七十年代末，国人意识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充满了彷



徨和失落。中国女排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了时代的主
旋律，成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正式这个时候，为了
迅速提升中国女排的实力，时任女排的主教练对女排进行了
魔鬼训练。由于当时的训练条件十分简陋，女排姑娘们在地
上摸爬打滚，被摔得遍体鳞伤。没有球网，就用竹竿代替;没
有臂力器，就和对手比力气;没有创可贴，就有胶布粘贴。

在经历了严格而又残酷的训练以后，中国女排终于在短时间
内突飞猛进。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夺得了第一个世界杯
冠军，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不断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好成绩，
开创了女排五连冠的伟业。中国人民通过女排征服了世界，
他们重新唤起了民族骄傲，在媒体发酵和渲染下，各行各业
的劳动人民努力向中国女排学习，树立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信
心。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体育一度陷入低谷，虽然其间中国女
排曾经夺冠，但和数十年前相比，中国女排身上的信念和决
心已慢慢飘散。如今，中国女排面对坚不可摧的对手，她们
再次展现出了动人心魄的女排精神，让国人振奋不已，泪流
满面。

弘扬女排精神的演讲稿集合篇二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在先失一
局的情况下，以3比2逆转战胜卫冕冠军巴西队，时隔8年，再
度晋级奥运会四强。电视镜头里，女排姑娘们簇拥欢呼；万
里之外，经历了“过山车”的中国观众无不赞叹——又见女
排精神！

与巴西女排的比赛，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遭遇战”。过往战



绩上，中国女排对巴西女排曾有过18连败的尴尬，过去在奥
运赛场上的四次交手也是悉数败阵；本届奥运会，与小组赛
以5个3∶0轻松锁定a组头名的巴西队相比，b组的中国队首场
苦战荷兰即告负，又接连输给塞尔维亚、美国，跌跌撞撞地
小组出线后，马上面对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苦主”，艰难
异常。而昨天的比赛进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决胜
局，比分交替咬住，加上主场巴西球迷并不友好的嘘声，压
力之大可见一斑。好在第一局大比分落败的姑娘们最终顶住
压力，带来了惊喜。她们有理由雀跃，观众有理由感动，因
为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困难时没有放弃，在争议时没有迷失，
于绝境中激发潜能。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足以让那些认为
“现在就这个水平”者汗颜。

作为我国三大球中唯一一个拿到冠军奖杯的队伍，女排从不
缺少这种拼搏精神，也一次又一次带给国人感动。翻开历史，
中国女排自1981年夺得首个世界杯冠军到去年世界杯再度封
王，从上世纪80年代的“五连冠”到本世纪初的再度中兴，
期间虽然多次历经波折，但总能在陷入低谷后回归正途而崛
起，用实力和汗水延续神话。作为体育单项中参与度、普及
度最高，也是影响力最大的项目，“三大球”始终是国人
的“痛点”，尤其是近几届奥运会，男排男足缺席、男篮女
篮连败，女足差强人意。唯独女排，总能在逆境中迎难而上，
在关键时刻屹立不倒。从袁伟民到陈忠和，再到二次出山的
郎平，几乎女排每次崛起的背后，人们看到的都是那些了解
女排、熟悉女排、扎根女排的团队在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尊
重专业人才，才使得长期积累的女排精神不断闪光。

在精神的继承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创新。正如所强调：“创
新是一个民族的进步之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
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
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发展体育运动同样
如此。接手女排后，郎平就针对中国和世界女排的发展特点
提出了“大国家队”的概念，即每次集训总是有20多人，每
个位置总是保持三到四个人在竞争。队伍扩大后，针对不同



的比赛安排不同的阵容，承担不同的任务，不过分强调成绩。
此外，新女排还扩大了教练队伍，引入了国际化的专业团队。
这些都是对运动规律的把握和尊重。

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见证女排精神的强大。2014年女排世
锦赛后，曾有过新时代还要不要重提女排精神的讨论，理由
是当年以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为核心
的女排精神是特殊年代的产物。毋庸置疑，今天年轻一代的
运动员，身处与上世纪80年代初截然不同的大环境；奔向体
育强国目标的中国人，在“唯金牌论”逐渐散去光环的今天
已不会用一场比赛输赢来定义成败。但正如郎平赛后所
说：“中国的女排精神与输赢无关，不是说赢了就有女排精
神，输了就没有。要看到这些队员努力的过程。”因此，在
强调要放松心态的同时，每个运动员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作
为一名国家队运动员，展现的是一种风貌。“我们已无路可
退，就是把技术水平、精神面貌打出来，不要后悔，什么结
果都能接受。”这是一种态度。

时代虽然不同，但女排精神没有褪色，反而愈加闪光。35年
来，女排精神总是与这个国家每个历史发展的节点相契合，
女排的顽强拼搏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体现。“无论比分怎么样，
大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赛场上的中国女排，将为他们的梦
想继续拼搏；而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中国人，同样
需要一代代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女排精神，既是一种体
育精神，也是一种前行力量，能够激励我们朝着目标砥砺前
进。

弘扬女排精神的演讲稿集合篇三

在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塞尔维亚队，
历史上第三次捧起奥运会冠军奖杯。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万名现场观众和亿万电视观众共同见证了属于中国的荣耀时
刻。让我们向中国女排致敬!向历久弥新的女排精神致敬!



逆境之中最能彰显精神的力量。在小组赛输给荷兰、塞尔维
亚和美国队的巨大困难面前，中国女排不畏强手、敢于拼搏、
奋勇前行，在淘汰赛中逆袭两届卫冕冠军巴西队、击败欧洲
新贵荷兰队，最终战胜世界杯亚军塞尔维亚队，20xx年后终于
重返奥运之巅。在女排姑娘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高超的
运动技能和顽强的意志品质，更看到了对中国女排精神的传
承和发扬。“有一种骄傲，叫中国女排;有一种精神，叫女排
精神!”在里约奥运赛场，中国女排赢得了一场场荡气回肠、
慷慨壮烈的史诗般胜利，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完美诠释了
“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女排精神。这种精神，
既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更快、更高、更
强”的奥林匹克精神的生动体现。

诚如郎平所言，“女排精神”一直在，不是因为胜利才谈。
从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起，这种精神一直深
植于中国女排，成为这个光荣集体的强大基因。尽管队员换
了一代又一代，尽管其间几经挫折、磨难、沉浮，但女排精
神一直洋溢于国际赛场，她们越战越勇、愈挫愈奋，在超越
自我、追求卓越的道路上从未停步。这高度契合对中国运动
员的殷切期望：“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块奖
牌，更在于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
自我。”正是因为女排精神的“魂”一直都在，所以我们能
看到中国女排的一次次奋起、一次次荣耀回归、一次次让国
人心潮澎湃。这是一支真正的英雄之师、胜利之师。

在中国女排漫长的奋斗历程中，女排精神激励着女排姑娘们
向着胜利挺进，而女排姑娘们也用自己的行动为女排精神注
入新的时代内涵。在女排精神的感召下，伦敦奥运会陷入低
谷周期的中国女排在郎平的率领下奇迹般地迅速复苏，短短
三年之内，连夺世锦赛亚军、世界杯冠军和奥运会金牌，在
中国女排荣誉簿上写下新的辉煌篇章。

而我们在看到她们继承和发扬老女排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
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还看到郎平“国家需要我，我就回来



了”的爱国主义情怀，看到女排队员在卧薪尝胆中走出低谷
的坚守精神，看到科学化、职业化、国际化的先进训练理念。
这些都将成为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女排新的宝贵财富。今天，
新一代中国女排正以新的姿态、新的成绩展示和丰富着历久
弥新的女排精神。

曾指出，在一些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项目上，同国际先进水
平相比，我们还有不小差距，并特别提到足篮排“三大球”。
“三大球”已成为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过程中不
折不扣的短板，成为中国体育向纵深发展的制约因素。面对
如此严峻局面，“三大球”中的其他项目是否应该向女排学
习取经?中国女排精神不应该只在女排身上体现，理应得到进
一步的弘扬，成为其他大球项目摆脱落后局面的精神动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女排运动员收入、女排联赛关注度
等方面的不足，要让真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三大球项
目”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收入和关注度，而不是像某些大
球项目一样，收入高、关注度高、自我感觉厉害，实际水平
一塌糊涂。

伟大的精神历时光而不朽，中国女排精神永不过时。当年，
女排精神不仅成了中国体育精神的一个代名词，而且超越体
育成为激励全国各行各业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
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胼手胝足，筚路蓝缕，投入到波澜壮阔
的改革开放事业之中。如今，在里约奥运赛场上，女排精神
再次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极大增强了海内外中
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新时代的女排精神正在成为
激励海内外亿万中国人拼搏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今天，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我们更加需要继承和弘扬女排精神，团结起来、顽强拼搏，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去谱写一曲曲壮怀激情、不懈奋斗的
新的华彩乐章。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象征着顽强、



拼搏、不服输、集体主义的“女排精神”永不退色，将永远
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和
衷共济、砥砺前行，早日抵达胜利的彼岸。

弘扬女排精神的演讲稿集合篇四

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1/4决赛结束最后一场比赛，中国女排苦
战五局，终于在“别人家的主场”击败了卫冕冠军巴西女排。

其实，当第一场中国队以15-25的大比分落败给巴西队的时候，
相信已经有很多体育评论员、记者打好了“里约奥运，中国
三大球全军覆没”的腹稿。但是，中国女排没有放弃，1980
年代就成为国人偶像的郎平也没有放弃——战斗到最后一刻。
那一扣球的风情，那漂亮的绝地反击，一分分地咬，一分分
把对手逼向死角，最终拼出胜利，这让每个观战的国人热血
沸腾。

在这届中国队表现略显平淡的奥运会上，中国女排进入半决
赛，甚至比一些项目的夺金更能引爆国人的情绪。

不管结局如何，我们一直都坚信：女排是打不倒的。这种信
念，基于女排的传统，也基于“女排精神”的激励。跌倒了，
女排会爬起来;赢了，还会争取下一次胜利。

说到底，“女排精神”不是一两次胜利，也不是一两个冠军
就能证明的，它并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我们先
从被广泛定义的“女排精神”看看：无私奉献，团结协作，
艰苦创业，自强不息。这些内涵，每一个都指向平时环节的
训练，一点一滴做起，它是一种动态的、持续性的状态，而
非唯结果论。

进一步看，“女排精神”缘起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上个世
纪80年代，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一种精神支撑，女
排的崛起，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缺。在经历了五连冠的同



时，“女排精神”慢慢被确定、推广，被全民接受，这个过
程，是从1981年到1986年的跨度。可以说，它和国家一起慢
慢地走向世界，用自己的实力让别人知道、认识、了解我们;
它也和民众生活的改善同步同轨，并非一蹴而就。

并非是女排变弱了，而是对手变得更强了，比赛有了更大的
变数。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对手的变化。当我们察觉的时
候，差距可能就出现了。竞技体育的魅力也在于此，更快、
更高、更强，赛场上充满变化。

同样尴尬的是，虽然作为三大球唯一达到世界巅峰的项目，
但中国排球联赛水平、排球普及、商业化等都处在一个较低
的水平。而中国的篮球和足球，虽然没有站在世界之巅，它
却很好地拥抱了商业，走到了普通民众身边。

这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与其他人的竞争，不只是在赛场上，
更多的竞争是在场下;不是单个项目、几场比赛的竞争，而是
一个赛事、系统性的竞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空
喊“女排精神”只能是“唯金牌”论的变种。

今天，不论是体育还是整个国家其他层面，我们已经告别
了“从零到一”的窘境;作为竞技体育强国，不必急于用中国
女排的一两块奖牌来证明什么。然而，我们也应有居安思危、
奋起直追的拼搏精神，不仅在体育，还有经济、科技等方面，
我们都有需要追赶的对象。所以，我们依旧需要“女排精
神”的鼓舞，只是这种鼓舞，不应该是结果论、唯金牌论的，
而应该是过程、系统性的。

第一未必重要，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不放弃争取第一的毅力。
说到底，“女排精神”并不仅仅是一种体育精神，也是一种
社会的精神面貌，只是我们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看待“女排
精神”。



弘扬女排精神的演讲稿集合篇五

20xx年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在先失一
局的情况下，以3比2逆转战胜卫冕冠军巴西队，时隔8年，再
度晋级奥运会四强。电视镜头里，女排姑娘们簇拥欢呼;万里
之外，经历了“过山车”的中国观众无不赞叹——又见女排
精神!

与巴西女排的比赛，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遭遇战”。过往战
绩上，中国女排对巴西女排曾有过18连败的尴尬，过去在奥
运赛场上的四次交手也是悉数败阵;本届奥运会，与小组赛
以5个3∶0轻松锁定a组头名的巴西队相比，b组的中国队首场
苦战荷兰即告负，又接连输给塞尔维亚、美国，跌跌撞撞地
小组出线后，马上面对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苦主”，艰难
异常。而昨天的比赛进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决胜
局，比分交替咬住，加上主场巴西球迷并不友好的嘘声，压
力之大可见一斑。好在第一局大比分落败的姑娘们最终顶住
压力，带来了惊喜。她们有理由雀跃，观众有理由感动，因
为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困难时没有放弃，在争议时没有迷失，
于绝境中激发潜能。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足以让那些认为
“现在就这个水平”者汗颜。

作为我国三大球中唯一一个拿到冠军奖杯的队伍，女排从不
缺少这种拼搏精神，也一次又一次带给国人感动。翻开历史，
中国女排自1981年夺得首个世界杯冠军到去年世界杯再度封
王，从上世纪80年代的“五连冠”到本世纪初的再度中兴，
期间虽然多次历经波折，但总能在陷入低谷后回归正途而崛
起，用实力和汗水延续神话。作为体育单项中参与度、普及
度最高，也是影响力最大的项目，“三大球”始终是国人
的“痛点”，尤其是近几届奥运会，男排男足缺席、男篮女
篮连败，女足差强人意。唯独女排，总能在逆境中迎难而上，
在关键时刻屹立不倒。从袁伟民到陈忠和，再到二次出山的
郎平，几乎女排每次崛起的背后，人们看到的都是那些了解



女排、熟悉女排、扎根女排的团队在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尊
重专业人才，才使得长期积累的女排精神不断闪光。

在精神的继承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创新。正如所强调：“创
新是一个民族的进步之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
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
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发展体育运动同样
如此。接手女排后，郎平就针对中国和世界女排的发展特点
提出了“大国家队”的概念，即每次集训总是有20多人，每
个位置总是保持三到四个人在竞争。队伍扩大后，针对不同
的比赛安排不同的阵容，承担不同的任务，不过分强调成绩。
此外，新女排还扩大了教练队伍，引入了国际化的专业团队。
这些都是对运动规律的把握和尊重。

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见证女排精神的强大。20xx年女排世锦
赛后，曾有过新时代还要不要重提女排精神的讨论，理由是
当年以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为核心的
女排精神是特殊年代的产物。毋庸置疑，今天年轻一代的运
动员，身处与上世纪80年代初截然不同的大环境;奔向体育强
国目标的中国人，在“唯金牌论”逐渐散去光环的今天已不
会用一场比赛输赢来定义成败。但正如郎平赛后所说：“中
国的女排精神与输赢无关，不是说赢了就有女排精神，输了
就没有。要看到这些队员努力的过程。”因此，在强调要放
松心态的同时，每个运动员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作为一名国
家队运动员，展现的是一种风貌。“我们已无路可退，就是
把技术水平、精神面貌打出来，不要后悔，什么结果都能接
受。”这是一种态度。

时代虽然不同，但女排精神没有褪色，反而愈加闪光。35年
来，女排精神总是与这个国家每个历史发展的节点相契合，
女排的顽强拼搏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体现。“无论比分怎么样，
大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赛场上的中国女排，将为他们的梦
想继续拼搏;而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中国人，同样需
要一代代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女排精神，既是一种体育



精神，也是一种前行力量，能够激励我们朝着目标砥砺前进。

弘扬女排精神的演讲稿集合篇六

女排是三大球中中国队唯一夺得过世界冠军的球队，承载着
国人太多的荣耀记忆，本次里约奥运会更被寄予厚望。

然而，中国女排在小组赛的发挥并不尽如人意，以2胜3负小
组第四名的战绩，勉强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强大的
东道主巴西时，以绝对实力衡量，这支以年轻队员为主的中
国女排并无优势。

重重困难之下，女排姑娘们没有示弱。巨大的压力激发出巨
大的斗志和力量。面对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东道主，她们拼
到最后一刻，拼出逆境中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格外提气!格外
动人!包括今天的半决赛，这样的胜利是对女排能力的最好肯
定，更是对女排精神最好的诠释!

35年前，中国女排首获世界杯冠军，之后创造世界大赛五连
冠的佳绩。从那时起，女排精神就激励着国人，成为体育健
儿为全民族贡献共享的精神财富。时光流逝，岁月变幻，女
排虽然也经历了沉浮，但她们在关键时刻能站得出来，挺得
上去，这支队伍的精神底蕴依旧在闪闪发光。

队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对女排精神的坚守，让这支队伍穿越
过波峰浪谷，在顶级赛场的顶级对抗中如剑出鞘。正如郎平
赛后所言：“我们已无路可退，就是把技术水平，精神面貌
打出来，不要后悔，什么结果都能接受。”

女排精神是中国女排的历史遗产，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
夺得五连冠之后的经验总结。女排精神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
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精神。

如今，时代已然不同，但女排精神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愈发



显现出耀眼的光芒。诚然，本届奥运会上，女排姑娘们还将
面临更多挑战，但她们背水一战，舍我其谁的精气神已经告
诉人们，中国女排最宝贵的“动力之核”仍在，这是一支队
伍生生不息、继往开来最宝贵的财富。

弘扬女排精神的演讲稿集合篇七

20xx年8月21日，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上经历低开高走后，
决战关头不畏强手、攻坚克难、永不放弃、团结拼搏力克巴
西、荷兰、塞尔维亚女排，终于登上冠军领奖台。在登上荣
耀之巅的时刻，女排精神再一次响彻中华大地。这段时间各
路奥运健儿带给我们无数次感动，特别是中国女排的比赛尤
其令无数观众牵挂，女排精神一次次给我们鼓舞，在全各族
人民为实现两个百年伟大中国梦奋力拼搏的今天，我们太需
要女排精神了!

目前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各种利益纠葛越来越明显，如何化解矛盾?如何攻坚克难?这
些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绝不亚于中国女排在球场上遇到的强
敌，女排姑娘们攻坚克难、使出了“洪荒之力”拿出了“铁
榔头”精神登上了属于她们的荣耀之巅。“两个百年”伟大
中国梦是我们每一个国人的荣耀之巅，需要我们各行各业的
干部职工、全体国民，拧成一股绳、团结一心、不畏艰险、
永不言弃、努力拼搏!

首先，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们必须拿出应有的精气神来，要勇
于向顽疾宣战、向既得利益者宣战，要敢于啃硬骨头。现实
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我们还有很多党员干部在浑浑噩噩
过日子，为官不为、为官乱为者有之，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
牲群众利益者有之，小官巨腐不是个别、发生在我们周边的
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也不是少数个别，这些丑陋现象的
出现无一不严重影响到我们前进的步伐。在实现中国梦的征
途上，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发扬女排精神、不忘初心、团结广
大人民群众、攻坚克难、带领群众登上属于中华民族的荣耀



之巅!

其次是全体党员同志们，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我们
必须发扬女排精神，向她们那样认真对待每一个对手、认真
研究每一个对手，认真对待每一次学习教育。在做一个合格
党员面前，我们没有退路、不能马虎，学习要用心、用脑、
走心，树立看齐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带领周边群众
攻坚克难、团结拼搏、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努力拼搏!

第三，“四个全面”正当时，攻坚克难、化解经济下行压力
需要团结拼搏的女排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狠抓作风建设、
对腐败分子零容忍同样需要我们发扬女排的拼搏精神，只有
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才能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
愿腐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现在的贪腐现象日益隐蔽、不拿
出杀手锏、没有钉钉子精神、不拿出“铁榔头”来，恐怕是
很难对付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拿出精气神
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腐败分子“零容忍”才能换来
风清气正的和谐环境。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两个百年”伟大中国梦的今天，我们
再一次见证了中国女排的奇迹，再一次被女排团结拼搏、攻
坚克难、永不放弃的精神所感动，热血在沸腾、激情在燃烧。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行动起来吧，团结就是力量、困难
不在话下，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弘扬女排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弘扬女排精神的演讲稿集合篇八

北京时间8月17日上午，2019年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四分之一
决赛，中国队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3比2逆转战胜卫冕冠
军巴西队，时隔8年，再度晋级奥运会四强。电视镜头里，女
排姑娘们簇拥欢呼;万里之外，经历了“过山车”的中国观众
无不赞叹——又见女排精神!



与巴西女排的比赛，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遭遇战”。过往战
绩上，中国女排对巴西女排曾有过18连败的尴尬，过去在奥
运赛场上的四次交手也是悉数败阵;本届奥运会，与小组赛
以5个3∶0轻松锁定a组头名的巴西队相比，b组的中国队首场
苦战荷兰即告负，又接连输给塞尔维亚、美国，跌跌撞撞地
小组出线后，马上面对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苦主”，艰难
异常。而昨天的比赛进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决胜
局，比分交替咬住，加上主场巴西球迷并不友好的嘘声，压
力之大可见一斑。好在第一局大比分落败的姑娘们最终顶住
压力，带来了惊喜。她们有理由雀跃，观众有理由感动，因
为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困难时没有放弃，在争议时没有迷失，
于绝境中激发潜能。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足以让那些认为
“现在就这个水平”者汗颜。

作为我国三大球中唯一一个拿到冠军奖杯的队伍，女排从不
缺少这种拼搏精神，也一次又一次带给国人感动。翻开历史，
中国女排自1981年夺得首个世界杯冠军到去年世界杯再度封
王，从上世纪80年代的“五连冠”到本世纪初的再度中兴，
期间虽然多次历经波折，但总能在陷入低谷后回归正途而崛
起，用实力和汗水延续神话。作为体育单项中参与度、普及
度最高，也是影响力最大的项目，“三大球”始终是国人
的“痛点”，尤其是近几届奥运会，男排男足缺席、男篮女
篮连败，女足差强人意。唯独女排，总能在逆境中迎难而上，
在关键时刻屹立不倒。从袁到陈忠和，再到二次出山的郎平，
几乎女排每次崛起的背后，人们看到的都是那些了解女排、
熟悉女排、扎根女排的团队在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尊重专业
人才，才使得长期积累的女排精神不断闪光。

在精神的继承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创新。正如所强调：“创
新是一个民族的进步之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
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
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发展体育运动同样
如此。接手女排后，郎平就针对中国和世界女排的发展特点
提出了“大国家队”的概念，即每次集训总是有20多人，每



个位置总是保持三到四个人在竞争。队伍扩大后，针对不同
的比赛安排不同的阵容，承担不同的任务，不过分强调成绩。
此外，新女排还扩大了教练队伍，引入了国际化的专业团队。
这些都是对运动规律的把握和尊重。

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见证女排精神的强大。2019年女排世
锦赛后，曾有过新时代还要不要重提女排精神的讨论，理由
是当年以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为核心
的女排精神是特殊年代的产物。毋庸置疑，今天年轻一代的
运动员，身处与上世纪80年代初截然不同的大环境;奔向体育
强国目标的中国人，在“唯金牌论”逐渐散去光环的今天已
不会用一场比赛输赢来定义成败。但正如郎平赛后所
说：“中国的女排精神与输赢无关，不是说赢了就有女排精
神，输了就没有。要看到这些队员努力的过程。”因此，在
强调要放松心态的同时，每个运动员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作
为一名国家队运动员，展现的是一种风貌。“我们已无路可
退，就是把技术水平、精神面貌打出来，不要后悔，什么结
果都能接受。”这是一种态度。

时代虽然不同，但女排精神没有褪色，反而愈加闪光。35年
来，女排精神总是与这个国家每个历史发展的节点相契合，
女排的顽强拼搏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体现。“无论比分怎么样，
大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赛场上的中国女排，将为他们的梦
想继续拼搏;而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中国人，同样需
要一代代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女排精神，既是一种体育
精神，也是一种前行力量，能够激励我们朝着目标砥砺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