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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
和方向。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
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心得体会篇一

我们需要诚信，我们呼唤诚信，诚信是美丽的，因为它给世
界带来了温暖的阳光；诚信是微小的，它只需要占据心灵中
一个很小的角落，就温暖了人们整个人生；诚信是脆弱的，
只要一场暴雨，就足可使它香消玉殒。

古人云：诚信于君为忠，诚信于父为孝，诚信于友为义，诚
信于民为仁，诚信于交为智。诚信渗透到各个方面，面对历
史和社会，人们对诚信的选择有多大的`保留啊。道德教育远
离历史社会，让人们的选择是多么苍白无力啊。

对于诚信，社会上有太多的争议，我认为不是不要诚信，而
且诚信是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犹如万古沙漠，早该绿化了。
问题是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下信上不信，卑信尊不信，贱信贵
不信历史传统的社会里，道学家式的空洞的诚信说教即使是
没有愚民之嫌，也必然流于形式。真诚的诚信教育，就不应
该把起点放在要不要诚信，而应该放在怎样建立诚信，使社
会多点诚信。因此对于诚信的建立不仅是每一个家庭，学校
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全人类的责任。

诚信是最宝贵的美德，是我们取信于人的根本，没有比信任



危机更可怕的了。信任危机是社会的毒素，是我们蔑视诚信
所付出的代价，它无声无息却充满负面的能量，足以销蚀人
的勇气和良善，更会使一个国家，民族丧失最后的团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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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为保障新招收100名学生的`平安，张桂梅便带着全校
的女老师和学生一起走进了教室，利用桌椅晚上搭成简
易“宿舍”，白天教学，晚上休息。同时，又支配学校里的
男老师在教学楼的楼梯间搭起“木板床”，轮番值守校内平
安工作，全体老师为学生筑起了平安保障第一关。当张桂梅
决心要创办女子中学之时，便知其一路坎坷，在这样的环境
里，全校仅有的17名教职员工中有9名相继辞职离开，100名
学生有6名提出转学，这些状况让创办女子中学初期本就步履
维艰的张桂梅更是雪上加霜。只招收贫困家庭女孩?免除学杂
费的办学制度?女子中学能否办得下去?面对社会上的质疑声，
张桂梅激励大家：“留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共产党员，只要
党员在阵地就在，女子中学这块教化扶贫阵地肯定守得
住。”张桂梅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我有追求，那就是我
的事业;假如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假如我有动力，那
就是党和人民。”

所以，即使遇到再多的挫折，她也没有放弃建立女子中学的
决心。

2023年9月，在张桂梅老师的不懈努力下，在各级党委、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下，全国惟一一所全免费的女子中
学——华坪女子中学最终顺当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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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发布了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他
们虽处不同环境，但有同种身份，他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使命担当，做学生锤炼品格的锻造者，做学生学习知



识的教学者，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领者，做学生奉献祖国的
示范者。他们是广大优秀教师的代表，是全国教师队伍的缩
影，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每一位优秀教师都值得敬佩。

在平凡的岗位上，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坚决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
的示范，用自己的汗水和青春，书写新时代铸魂立德育新人
的灿烂篇章，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作出了突出贡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强国富民，
育人为先，这是对教师、教育的更高认可，也是对全党全社
会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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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事迹，我发现这些楷模他都有一
个共同点，那就是每个人都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围绕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把初心浸润在每一项工作之中，
把使命付之于每一个行动之上。

不忘初心，时时不忘。始终把为中国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作为一名党员，要时时不忘初
心、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置顶位置。每个党员都要有“我
将无我，为了”的崇高境界，把初心浸润在每一项工作之中;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种条件，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致力于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的根本利益。榜样的故事告诉
我们，只有时刻不忘，才能在新时代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赢得光明未来;也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牢记使命，事事牢记。在具体工作中，每个人的职位有高低，
分工有不同，但不管是谁，只要是党员，就得按党员的标准
守初心、担使命，把使命付之于每一个行动之上。

抓好落实，就是当担使命。为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
们的初心和使命，每一个党员同志都要以身边的榜样为榜样，



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做好本职工作，对照自己的差距，抓好
工作的落实，做好的公仆，心系、心系中华民族，把初心浸
润在每一项工作之中，把使命付之在每一个行动之上，时时
不忘初心、事事牢记使命。担当是一种胸襟，也是一种能力，
我们要学习榜样的觉悟、榜样的修养、榜样的作风、榜样的
精神，来增强自己的才干、提高自己的本领，提升勇于当担
的底气，拥有善于担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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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央视《感动中国》这个节目，总会报道一两个扎根于
乡村或山区的先进教育工作者的事迹感动着国人，令人为之
震撼。从事了教育工作之后，使我更能深深地体味到这些深
入到乡村或灵魂深处的人物的崇高品质，也更能体会到他们
的无私奉献及无悔精神，对他们肃然起敬。

林州模范教师王生英便是这样一位楷模，是教师的精神领袖：
她扎根山区30载，犹如一枝傲雪红梅，用残疾之躯搏击多舛
的命运，谱写了自我人生的华丽乐章。我们读懂王生英，方
可继承其优秀品质。

“山”;在文化传统中是厚重的，是世代山民安身立命的处所。
然而，“山”;也表征着传统的闭塞、愚昧、僵化与保守。封
闭的群山，告别陈旧的传统，拥抱崭新的现代，对有限的生
存圈的突破，已成为世代山居的年轻一代的心灵渴望。然而，
悠久而强固的传统大山，去谈何容易！它需要的是敢为天下
先的勇气，更需要的是冲出包围的行动，甚至需要付出几代
人前仆后继的代价。山里的人终究是挣扎着走出去了，然而，
有一个人却选择坚守在这里，她就是教师王生英。

她的留守，是为了更多的人走出大山。只有她的留守，才能
换来更多人走出去的希望。因此她是真正读懂大山文化的人！

在当代文学“十七年”;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充斥了“高大



全”;式的.人物。他们都是尽善尽美的人，无论其思想、道
德抑或行动。

而王生英老师，她却是一个腿脚不甚灵活的残疾人。在数几
十年的从教生涯中，她每天除了走上几公里的山路外，还要
穿过大河......越是艰苦卓绝的环境越能激发人的意志力。
一身兼数职的教学工作，她竟没有任何怨言，“只要你乐意
去做，就没有苦和累”;。就是本着这样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她愿意把山区的教育工作坚守到底。她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平
凡的人做着平凡的事情，但她更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因
为她发现了自我的价值，她是个“有用的人”;。

是的，当一个人有所奉献的时候，她的心灵必然是富足的，
她的人生也必然折射出不平凡的光。

作为一名教师，我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岗位中去的。
我热爱自己的教学工作，也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尽善尽美。但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自己的浮躁、不能吃苦耐劳、遇
到困难便满腹牢骚......这些都是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学
习王生英老师的事迹，使我下定决心渐渐改正缺点，有所进
步！

近几日看傅雷先生的《傅雷家书》，书上有这么几句话深深
地触动着我：“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过于实际行动，最有
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实在妙绝！而王生英老师正是这
种教育实践的一个典型，更是我们所借鉴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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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教师的职责就是教书育人。“老师作为‘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各个方面都要为
人师表”。教师的任务就是使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
都得到发展，人是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德、智、体、美
也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人们所说的“木桶原理”一桶水的容



量，取决于木桶全部木板的长度，一块短板对于木桶的容量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学生某方面素质的缺乏，有时会极
大地影响他的成长和成才。

在教学中，我认为教师的个性品质是教师在学生中赢得威信
的基础，是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的精神力量。我国传统的教
育思想中，对教师的定义是授业解惑，也不曾提及如何育人
之说。但在现代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一个老师如果只忙于教
学、只强调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对于学生的成长过程采取不管
不问的态度，这至少不能说他（她）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老师
或者说他（她）缺少爱心，从长远的角度看这样的老师也代
不出好的班级。如果一个班集体没有凝聚力，一个老师尤其
是班主任老师如果对所有的学生没有爱心，没有较强的个人
人格魅力，那么这个班级到头来必然会人心涣散，纪律涣散，
更谈不上教学成绩。

从相反的角度讲，一个老师不管他代不代班主任，只要他有
爱心（注意我说的是真心地去爱孩子而不是假意地去敷衍他
们甚至讨厌他们），真正地关心学生的生活身体心理健康、
爱护学生的爱好兴趣、尊重学生的人格、耐心地聆听他们的
心声，急学生家长之所急，说学生家长之想说而又不敢说，
做学生家长欲做而又不便做，都能在班级学生和家长心目中
树立较高的威望，这样以来当你在班级里上课时学生无论是
听课状态还是听课注意力集中程度都是空前的，如有人在课
上违反纪律，就会像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样，受到同学们群起
而攻之。

在这样的班级里课堂气氛轻松，师生基本上是对等的，师生
关系融洽，合作默契，感情沟通尽在细微处；有时候一个提
问，一个手势，甚至一个眼神，都将会永远地印记在学生在
心灵中，这也许会成为他进步的动力，或许会成为他从一个
落后生转变成一个先进生的转折点，因为他知道：老师在关
注着我！



一、人民教师应具备爱生如爱子的高尚品德。

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儿童成长有两个影响源，第一是父
母，第二是教师。当儿童进入学校后，很自然地将他们与父
母交往的各种思想感情与“爱的要求”转移到自己的教师身
上，要求教师也像母亲那样关心、照料他们。此时，他们不
仅希望得到父母的爱，还期望得到教师的爱。

因此，作为教师应该给予热情的关注，使他们时时感到教师
的关怀和温暖，用自己的情感去满足学生的情感需要，促进
学生内心产生积极的情绪，愉快的感情，从而转化成为学生
接受教育的动力。

二、教师应具有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

教师的坚强意志是完成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在教育工作中，
如果没有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教师就不能很好地完成教育
任务。同时，教师的意志对学生素质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教育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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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崖子中心小学—杨倩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凡是不能自
我发展、自我培养和自我教育的人，也就不能发展、培养和
教育别人。”那么，不爱读书、不会读书的教师又怎么能培
养和教育学生爱读书、会读书呢?作为教师，从书本中获取知
识就显得尤其重要。人类创造的知识财富，如同浩瀚的海洋，
博大精深。作为我们教师需要加强各方面的修养来提高自己。
所以我们理应多读书，用书来净化心灵，用书中的知识充实
自己。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承担着传播人类思想文化的重
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随着新课程改
革的实施，教师"一言堂"已全盘否定，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教师要成为研究者、专家
和名师。我非常喜欢《大学》中的一段话：“知止而后定，



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
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愿意读书，不
光是为了课堂更加精彩，更是为了滋养一份静心与静气。希
望因书香的熏染而能在这喧嚣尘世中保持童心的纯净澄明，
在以后的为人处事中能够淡定而从容。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应用期日趋缩短，知识
创新日趋鲜明，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吸取新信息、新知识、
新理念，不断充实自己，始终站在知识的前沿;要不断完善知
识结构，做到博学多才，与时俱进，学生才会"亲其师而信其
道";作为教师，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精通本专业知识，还
要学习与本学科相关的人文知识，如社会、心理、信息技术
等，力求知识全面。只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业务水平提高了，
对教育教学工作才更加热心，态度才更加积极向上。

我认为教师这项工作，体现师德的意识是很强的。为人师，
不仅要对学生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对科学负责。如果马
马虎虎教学，也可以应付过去，这只是敷衍塞责履行教学工
作。

有人说，教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应该有一桶水。这话固然有
道理，但一桶水如不再添，也有用尽的时候。我以为，教师
不仅要有一桶水，而且要有“自来水”、“长流水”。“固
教然后知困，学然后知不足”。所以，教师必须树立终身学
习观念，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层次，进行“自我充电”，变
原来的“一桶水”为“长流水”，终而升华为适合学生需要的
“甘甜水”。读书是当代教师的基本生活方式，是教师生命
成长的关键。

教师可以利用的时间与空间决定了教师是一个幸福的人。他
完全可以进行自我设计与武装，让自己多才多艺，让自己的
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让自己脱离庸俗。只有善于读书的教师，
知识才会愈加丰富，课堂上才可以更加游刃有余，张扬个性，
也才能使课堂焕发出勃勃生气。英国作家斯迈尔斯的《以书



为友》中写到：“从书籍中汲取营养，是壮大自身，充实自
身，发展自身的.捷径。”只有熟悉到了读书的重要性与必要
性，才能主动的、积极地读书，也才能自己挤时间读书;同时
还要养成读书的习惯，由开始的被动学习，逐渐养成主动学
习的良好习惯，真正让读书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让
课堂更加丰富多彩，为了让教育生命更加充实、幸福，那就
让我们捧起书本吧，以书为友!让可敬的老师陪着活泼可爱的
孩子在书香校园里共享美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