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心得体会 学习张桂
梅事迹的心得体会(优秀8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心得体会是我们
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心得体会篇一

她，是一名敬业奉献的人民教师，是一位心系群众的教育扶
贫工作者，更是一名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她就是华坪女子
高中校长张桂梅。原本拥有幸福家庭的她突遭命运的打击，
在失去相濡以沫多年的丈夫后，她用柔弱的双肩扛起生活的
重担，此时，她面临着工作岗位的抉择，她没有选择到条件
优越的学校任教，而是毅然只身前往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条
件艰苦的华坪县投身教育扶贫。虽然疾病缠身，被病痛折磨
的苦痛难言，她也没有停下教书育人的脚步，凭借着顽强的
毅力，她忍着病痛一次次站在热爱的讲台上。

一枚党徽，她始终都把党徽佩戴在身上，昂首挺胸的展现共
产党员的风采，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徽在闪烁。

一面旗帜，她埋头苦干、洒播大爱，是党员干部心中一面先
锋模范的旗帜，哪里有艰苦哪里就有旗帜在飘扬。

一个榜样，她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各行各业奋斗者
争相看齐的榜样，哪里挫折有哪里就有榜样的力量。

情系学生，小喇叭声音更响亮。平日里，华坪女子高中校园
内随处可见张桂梅老师手持小喇叭督促学生跑步、早读的身
影，有了小喇叭的陪伴，学生心里都很踏实。她始终把学生



当做亲人，当遇到学生生病，她带着他们彻夜奔波到医院，
一直守护在学生身旁。她心里始终记挂着群众，设身处地为
学生着想，用一次次感人的事迹践行着共产党人的顽强拼搏。

三尺讲台折射温暖，华坪女子高中建校初期，身为校长的张
桂梅遇到各类棘手的问题，筹集建校资金困难、教师队伍人
员流失，以及疾病的痛苦折磨，但是对教育扶贫的坚持和对
讲台的热爱支撑着她一步一步走下去，张桂梅同志的顽强拼
搏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工作中，面对急难险重等困难
时，部分人会出现躲避推脱、敷衍塞责的情况，这不利于任
务的完成，我们要学习张桂梅同志精神，不仅要会“做事”，
还要能“扛事”，面对“硬骨头”，不绕弯、不敷衍，用理
论完善决断力，用实践强化行动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无私奉献，一盏明灯照亮前方。张桂梅老师虽饱受病痛折磨，
却依然坚持为教育事业奉献所有的光和热，她无私奉献，为
校园建设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她如细雨般润物细无声，不计
功名，告诫学生要时刻铭记党和国家的栽培，她用实际行动
展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教学工作中，我们常常会因为教学以外的任务而牺牲个人的
时间，或由于一些特殊情况被学生家长误解，此时，我们更
要沉下心来做实事，不抱怨、不消极，学习张桂梅同志“舍
小我、顾大家”的精神，用优秀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做
事不计回报，功成不必在我，把家长们的认可当做衡量自己
工作成效的一把标尺，时刻谨记共产党员的“初心”，在时
代的新征程中脚踏实地、奋勇向前，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辉
煌!

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心得体会篇二

在民族中学工作的时候，张桂梅就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女
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有的被叫回去干农活、打工，有的
是父母收了彩礼，就让孩子辍学结婚。”张桂梅心痛地意识



到，有些大山里的女孩连站在教育公平起跑线上的机会都没
有。

“有知识、有文化、有责任感的母亲，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辍学的，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世世代代窝在大山之中，代代
贫困下去。所以我就想让山里的女孩子受教育，让她们全免
费上高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要让更多贫困山区和少数民
族地区的孩子走出大山，通过知识改变她们的命运。”2002
年，张桂梅决定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并为这个在别人看
来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四处奔走。

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张桂梅放下了全部自尊。从2002年起，
她每年假期都跑去昆明募捐。她把自己获得的各种荣誉复印
了一大摞，在街上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

“为了她们走出大山，吃什么苦我都愿意。”执着的张桂梅
没有放弃，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被骂骗子，被吐
口水，被放狗咬……5年下来，她只筹集到了一万多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
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在2008年8月建成了。这是一所没有录取
分数线，只要初中毕业、只要愿意读高中、只要是贫困家庭
的女孩子，学校都无条件接收，全免费就读。

当年9月1日，100名来自周边地区的女孩子成为女子高中首批
学生。

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心得体会篇三

张桂梅，中共党员，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华坪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院长，张桂梅心系
贫困山区教育事业，倾情关爱贫困女孩和孤儿，创办了全国
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义务担任儿童福利院院长。二十
多年来她为帮助贫困学生家访行程10万多公里，自己身患绝



症却拖着病体坚守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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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不懈努力下，
华坪女子高中连续9年高考综合上线率保持100%。

向张桂梅老师看齐，做一个信念坚定的党员教师。张桂梅老
师无论处境如何艰难，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
命，把信仰化作精神支柱，与疾病抗争，坚守三尺讲堂，深
深扎根和服务边远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矢志不渝地履行共产
党员的崇高使命。思想有武装，行动才有方向。我们的人生
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坚守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
心，坚定“奋斗的青春最幸福”这一人生信念，在新征程的
熔炉中锻造自己，始终明大势，识大局，知大任，时刻校准
思想理论的“定盘星”，坚定理想信念的“主心骨”，筑
就“四个自信”的“压舱石”，争做“两个维护”的捍卫者。

向张桂梅老师看齐，做一个专业过硬的党员教师。张桂梅老
师注重学习，业务过硬，评选为全国最美乡村教师，荣获兴
滇人才奖。新时代的教育，给我们每一个教师提出了新的挑
战，党员教师更应该向张桂梅学习，在改革的浪潮中勇立潮
头，奋勇向前。这就需要我们领悟“腹有诗书气自华”中所
讲，深入学习业务知识，把专业学精；还要涉猎其他知识，
把见识学广；更要学党的理论知识，把信念学坚定。既要锲
而不舍，又要孜孜不倦。但这还不够，要做到专业过硬，还
要学“天下之治在人才”中所讲，“实践长才干，历练出人
才”。“宰相起于州部，猛士起于卒伍”，不仅要潜下心来
学习，还要沉下心来在教学一线历练，在的学习，实践，思
悟中去成长，去精通。

向张桂梅老师看齐，做一个师德高尚的党员教师。张桂梅老
师始终把学生当做亲人，当遇到学生生病，她带着他们彻夜
奔波到医院，一直守护在学生身旁。她心里始终记挂着群众，
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用一次次感人的事迹践行着共产党人
为民服务的宗旨。张桂梅老师艰苦朴素，一条洗得褪色的牛
仔裤，一件老气的花衬衫，一双旧旧的黑皮鞋，一副厚厚的



近视眼镜，就是她多年的“行头”，以实际行动传承了党的
优良传统。张桂梅老师虽饱受病痛折磨，却依然坚持为教育
事业奉献所有的光和热，她无私奉献，为校园建设拿出了所
有的积蓄，她如细雨般润物细无声，不计功名，告诫学生要
时刻铭记党和国家的栽培，她用实际行动展现出一个优秀共
产党员的本色，是我们教师的指路明灯。如“国无德不兴”
中所讲，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慎微”“慎
欲”，廉洁自律，洁身自好；要始终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始
终坚守为人做事的底线，用自己的高尚品格为学生树立榜样。

好的师德师风还必然是“实干”的作风，如“绝知此事要躬
行”中所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用实际行动教会孩子“积土
而为山，积水而为海”，点滴学习，日积月累，才能牢筑基
础，走得更高更远。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让张桂梅老师成为我们党员教师
前进路上的引领者，助力我们一路前行。张桂梅老师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她让我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有了一
面“镜子”，激励我们干好教育事业，为社会，为国家，为
民族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心得体会篇四

“为了她们走出大山，吃什么苦我都愿意”

在民族中学工作的时候，张桂梅就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女
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有的被叫回去干农活、打工，有的
是父母收了彩礼，就让孩子辍学结婚。”张桂梅心痛地意识
到，有些大山里的女孩连站在教育公平起跑线上的机会都没
有。

“有知识、有文化、有责任感的母亲，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辍学的，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世世代代窝在大山之中，代代
贫困下去。所以我就想让山里的女孩子受教育，让她们全免
费上高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要让更多贫困山区和少数民
族地区的.孩子走出大山，通过知识改变她们的命运。”20xx年，
张桂梅决定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并为这个在别人看来根
本无法实现的梦想四处奔走。

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张桂梅放下了全部自尊。从20xx年起，
她每年假期都跑去昆明募捐。她把自己获得的各种荣誉复印
了一大摞，在街上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

“为了她们走出大山，吃什么苦我都愿意。”执着的张桂梅
没有放弃，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被骂骗子，被吐
口水，被放狗咬……5年下来，她只筹集到了一万多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
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在20xx年8月建成了。这是一所没有录取
分数线，只要初中毕业、只要愿意读高中、只要是贫困家庭
的女孩子，学校都无条件接收，全免费就读。

当年9月1日，100名来自周边地区的女孩子成为女子高中首批
学生。学习“张桂梅精神”

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心得体会篇五

“为了她们走出大山，吃什么苦我都愿意”在民族中学工作
的时候，张桂梅就发现一个现象一—很多女生读着读着就不
见了。“有的被叫回去干农活、打工，有的是父母收了彩礼，
就让孩子辍学结婚。”张桂梅心痛地意识到，有些大山里的
女孩连站在教育公平起跑线上的机会都没有。

“有知识、有文化、有责任感的母亲，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辍学的，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世世代代窝在大山之中，代代
贫困下去。所以我就想让山里的女孩子受教育，让她们全免



费上高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要让更多贫困山区和少数民
族地区的孩子走出大山，通过知识改变她们的命运。”

20_年，张桂梅决定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并为这个在别人
看来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四处奔走。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张
桂梅放下了全部自尊。从20_年起，她每年假期都跑去昆明募
捐。她把自己获得的各种荣誉复印了一大摞，在街上逢人便
拿出来请求捐款。

“为了她们走出大山，吃什么苦我都愿意。”执着的张桂梅
没有放弃，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被骂骗子，被吐
口水，被放狗……年下来，她只筹集到了一万多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
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在20_年8月建成了。这是一所没有录取
分数线，只要初中毕业、只要愿意读高中、只要是贫困家庭
的女孩子，学校都无条件接收，全免费就读。当年9月1
日，100名来自周边地区的女孩子成为女子高中首批学生。

那一束光照亮了更多的人华坪女高成立以来，张桂梅每天都
会拿着小喇叭催促学生上课、吃饭、自习、做操。学生们跑
步去晨读、跑步去吃饭、跑步去睡觉—。每一件事情都被张
桂梅严格限制在规定时间内，学生们开玩笑私下叫她“周扒
皮”。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严峻。学生来自大山，学习基
础差，理解能力也不强，教学难度很大。刚开始的几届学生，
有些连中考录取分数线都没有过。

在张桂梅和同亭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
的硬件条件不断改善，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建
校12年毕业10届学生，上线率和升学率都是百分之百，综合
排名始终保持全市第一，社会认同度不断提高。1800多名贫
困女孩在这里放飞了梦想、走进了大学，成就了大山里
的“教育奇迹”。



人们都说，这所学校“低进高出”的背后，离不开学生的苦
读、教师的苦教，更离不开张桂梅不顾生死的奋斗。

这些年来，张桂梅将自己的工资、各级政府发给她的奖金，
甚至是大家筹集给她看病的钱全部捐给了华坪贫困山区的教
育和社会事业，累计有上百万元。她个人没有任何财产，现
在还住在女子高中的学生宿舍。但她却说：“我什么都有，
我心里有学校、有千千万万个孩子。”

张桂梅就像一束光，一束帮助大山女孩改变人生的希望之光，
一束托起无数家庭和学生“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之光。她
无私的大爱，也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和一届届学生。韦堂芸老
师，左脚骨折拄着双拐坚持为学生，上课;勾学华老师，婚礼
当天上午还在学校忙碌;杨晓春老师，长期资助学生却从不说
起......

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大学毕业后考取一所中学的
教师，听说母校紧缺数学教师就放弃正式编制，回女子高中
当了一名代课教师。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打拼的黄付艳，在华
坪遭遇水灾时，把自己积攒的钱首先捐给学校。

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心得体会篇六

云南一位县级领导在教育局工作的时候，有幸和张老师有了
面对面的接触。

2008年香港教育工会组织了“向张桂梅老师学习分享活动”，
一行30多人到了儿童福利院看望张桂梅老师。

香港教育工会的副理事长李副秘书长临行前，特意递了个信
封给这位领导，说“张老师身体虚弱需要加强营养，建议每
天喝袋牛奶，但没有冰箱牛奶不易存储，上半年我给了
她3000元嘱咐她买个冰箱，昨天去她住房看没有买，这笔钱
都用孩子们身上了！这里面有2600元，请你在张老师搬到新



的儿童福利院时，帮忙用这笔钱给她买个冰箱，拜托了！”
这位领导深深地感受到了李副秘书长的用心良苦，接受了这
个重托。

可还没等到张老师搬新家，组织安排这位领导到了新的岗位，
临行前他到儿童福利院看望张老师，一是辞行，二是把李副
秘书长的心意告知张老师。他诚恳地对张老师说，“请您不
要辜负李副秘书长的心意，一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笔钱
只能用来买冰箱……”再三嘱托后便离开了。

半年之后，这位领导到新福利院看望张老师，发现宿舍里除
了原有的书和物件外，没有看到冰箱的影子！“牛奶只是我
喝，孩子们却没得喝，我怎么能喝呢？”张老师说到。

后来知道张老师把钱用在购买孩子们的生活用品上了。这位
领导深深地自责，觉得辜负了李副秘书长的重托！耳边回响
起秘书长的话“张桂梅老师的身体太弱了，她的工资不用在
自己身上，连我们寄给她买药的钱，她也用在孩子们身上了，
请你给她买个冰箱，华坪天气热，鲜奶必须放冰箱保鲜，希
望她能每天喝上一袋鲜奶。”

万般懊悔之后，这位领导陷入沉思，每天喝一袋牛奶于常人
不过是平常之事无可厚非，况且身体健康需要，张老师却视
为奢侈，孩子们有的她才能有，有人说张老师“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真诚赞同。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张桂梅同志为贫困山区
的.孩子们撑起了一片蓝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我想
是因为她心中始终牢记“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因
为如此，张桂梅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和热爱，她不忘初心使命，
心甘情愿为民奉献一辈子。也正因为如此，她毅然决然选择
了贫困山区教育事业，用她饱含深情的伟大的“爱”去帮助
贫困山区女孩实现人生的梦想！张桂梅同志践行初心使命，
以责任担当实现了人生的超越。正如张桂梅同志所说：“如



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
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我想，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张桂梅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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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心系
困难群众，投身教育扶贫，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诠释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人民教师的骄傲；她信念
坚定、对党忠诚、在党爱党、在党为党，是我们基层共产党
员的骄傲。

的确，我们要走群众路线，就必须情系群众、一心为民；我
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落地落实、
做事做实。张桂梅同志，始终冲在最前线，敢与时间赛跑，
敢和病魔抗争，竭尽全力帮助一批又一批贫困山区的孩子走
出大山，托举起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作为新时代的人民教师，我们也一样扎根山区农村，面对的
一样是贫困的孩子，他们也一样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唯一
的出路就是学知识、学科学，我们一定要接过老教师们艰苦
奋斗优良传统，用心来工作，用心来教书。

记住，这里—更需要我们！

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心得体会篇七

作为在云南待了大半辈子的`东北人，张桂梅对待学生成绩时的
“苛刻”，一如她一生的倔强和坚韧。

1974年10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随姐姐从东北来到云南，
支援边疆建设，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
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

1996年，张桂梅的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后张桂梅放弃了大
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她放弃



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全县师资最弱、条件
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
学任务。

1997年4月，张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需立即住院治疗。
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把检验结果藏
起来，直到7月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住院接受手术。

得知张桂梅身患重病，县妇联主席和工委女工委主任同时看
望了她。几天后的县妇代会上，全体代表为这个“外来的姑
娘”捐款。有人借钱捐款、有人把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了、
有人捐了自己回家的路费……县领导说：“张老师，你放心，
我们再穷也要把你的病治好。”

手捧着这山乡的情义，张桂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华坪给了
我第二次生命，我想为华坪做些事。”这一坚持，就是20多
年。从那时起，张桂梅的生命就和华坪、和教育扶贫连在了
一起。

丈夫去世后，张桂梅没有再组建家庭，没有亲生儿女，全身
心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20xx年，她一边在民族中学当老师，
一边兼任“儿童之家”院长，成了众多孤儿的“妈妈”。20xx
年，维持“儿童之家”的资金面临短缺。为缓解窘境，张桂
梅到华坪各部门筹措资金，“求人很丢人，但如果孩子们生
活得不好，我这个义务院长更丢人。”

20xx年至20xx年的寒暑假，张桂梅在昆明为孩子们筹措到两
万多元。对此她说，一切辛苦都值了。

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心得体会篇八

蒙古族，1955年6月生，1976年11月入党，内蒙古自治区阿巴
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党支部原书记。扎根牧区、
苦干实干的楷模，凭着“让牧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扎根



牧区近50年，探索出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进增收新路子，
使当地牧民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荣获“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个人”、“改革先锋”等称号。

6月29日上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身着一袭蓝色蒙古
族长袍的，正是被称为“草原之子”的廷·巴特尔。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党
支部原书记，廷·巴特尔扎根牧区，在近50年的时间里，凭着
“让牧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探索出保护生态、发展经济、
促进增收新路子，使当地牧民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廷·巴特尔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牧民”,无论获得多少荣
誉，这一点都不会改变，“这是我的职业荣耀”。

从19岁起，廷·巴特尔就扎根在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
拉图雅嘎查。那里是一片总面积达四百三十多平方公里的草
原，地处有着“黄色野马”之称的浑善达克沙地西北部。

上世纪80年代，针对萨如拉图雅嘎查过牧、草场退化、土地
沙化日益严重的问题，廷·巴特尔提出“围封轮牧”。

1986年，廷·巴特尔卖掉自家的60只羊，圈起300多亩草场休
养生息。第二年，300多亩草场打了九马车草，相当于其他牧
民1000亩草场的打草量。牧民们亲眼看到了“围封轮牧”的
好处，纷纷进行封育和划区轮牧。

1993年，廷·巴特尔当选萨如拉图雅嘎查党支部书记。他针
对当地的生态问题，提出了“蹄腿理论”,倡导牧民少养羊、
多养牛，并引进西门塔尔优质乳肉兼用牛与本地牛杂交，培
育高产优质母牛。嘎查党支部扶持的20多户贫困牧民现在已
全部脱贫。



近50年的时间，廷·巴特尔扎根牧区，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
探索出既保护草原生态、又让牧民增收的路子，把生态“从
白色变回绿色”。同时，也将萨如拉图雅这个“贫困村”变
成了“富裕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