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观看先进事迹心得体会 小学生观
看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通用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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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帮大
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小学生观看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张桂梅同志是边疆民族贫困地区教师的优秀代表。她的先进
模范事迹，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
道德情操，充分体现了她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和
忠诚。张桂梅同志参加工作30多年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深深扎根于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
崇高事业中;她身患多种疾病，却常常超负荷地工作，以惊人
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上;凭着对教育
事业的热爱，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精心研
究，积极探索教育规律和民族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因材施教，
进行素质教育，总结出一套适合民族贫困山区教育特点的教
学方法，教学成绩突出;她没有子女，生活节俭，把自己一天
的生活费控制在3元以内，而拿出自己绝大部分工资接济困难
学生，给没有学费的学生垫交学费，带患病的学生去看病，
天冷了给他们添置衣被，把母亲般的慈爱全部献给学生和孤
儿;她不仅生活上关心学生，而且积极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健
康的业余爱好，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地关爱他们，与迷恋网
络的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精心引导，细心照顾，使他
们戒除了网瘾。华坪县民族中学的学生和华坪儿童之家福利
院的孩子们亲切地称她为“校园妈妈”、“张妈妈”。张桂
梅为之苦苦追求的梦想一天天成为现实，她让伟大的母爱在
奉献中不断延伸。



我们要认真学习张桂梅同志努力实践“”重要思想，带头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记宗旨、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优秀
品质;学习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崇高境界;学
习她热爱生活、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优良作风;学习她爱岗
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大家决心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__大精神，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开拓
进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打造文化旅游名市，构建和谐
大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要认真学习张桂梅同志
努力实践“”重要思想，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记宗
旨、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优秀品质;学习她淡泊名利、无私
奉献、不求回报的崇高境界;学习她热爱生活、艰苦奋斗、乐
观向上的优良作风;学习她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
高尚品德。

作为一名战斗在大理市太邑山区的教师，我决心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__大精神，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开拓进
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打造文化旅游名市，构建和谐大
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小学生观看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工作及其他校务工作。除了住院没向学校请个一天病事假，
教学成绩突出，她说：“为了民族贫困山区的教育，即使倒
在讲台上，长眠于华坪的沃土之中，也无怨无悔”。吃苦在
前，那里最需要就到那里，无私奉献，张老师为我们树立了
榜样。

我们学习她，学习她爱生如子。她虽然没有孩子，可是她却
是许多孩子的妈妈。精心教育学生，辅导学生，中午、晚上
看着学生睡觉，给学生盖被子。学校学生和孤儿院50多个孩
子，住院她陪着，给他们送饭，付医药费，资助学生读书，
自己连洗衣机都没有。她将爱播洒进孩子们的心田。

我们要认真学习张桂梅同志努力实践重要思想，带头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牢记宗旨、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优秀品质;
学习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崇高境界;学习她热
爱生活、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优良作风;学习她爱岗敬业、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大家决心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七大精神，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开拓进取，
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打造文化旅游名市，构建和谐大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要认真学习张桂梅同志努力实
践重要思想，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记宗旨、坚定信
念、对党忠诚的优秀品质;学习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不求
回报的崇高境界;学习她热爱生活、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优
良作风;学习她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德。

我们学习她的精神品质，有利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大潮中保持
清醒的头脑。物质固然重要，可是决定我们生命价值的东西
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品质。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牢记使
命，教书育人，培养一大批对国家发展有用的人才，这些人
才，首先必须是政治上过硬的，必须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和
人民。他们才能肩负历史的重任。我们教育工作者，如果没
有过硬的政治思想，学校德育建设的落实就是一句空话。我
们培养的人才质量就会出问题!这是很危险的，学习张老师的
事迹，很有现实意义。

作为一名战斗在大理市太邑山区的教师，我决心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立足岗位，开拓
进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打造文化旅游名市，构建和谐
大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小学生观看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张桂梅现在耿耿于怀的，是女高学生中还没有一个考上北大、
清华。她在学校不断强化着这个目标，每天课间操的最后一
个环节，所有学生要齐喊：“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
宿舍旁的围墙上写着“北大清华我来了!”背景是列队整齐的
学生在操场跑步，尽头处则是清北的标志性校门。



但这些行动能起的实际作用有限。张桂梅对《中国新闻周刊》
坦言，学生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不是她们不努力，而是成
绩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无法更进一步，够不到最顶尖的名
校。目前，女高成绩最好的学生考上了浙江大学，靠得就是
下死功夫。其他学生也是如此，一本课本5、6遍地背，遇到
不会的题就干着急。“现在这个节我们死活打不开。”她着
急地说。

张桂梅最初以为，女高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解课本上的
知识点，只会僵硬背诵，需要“一个老师帮她们点一下”。
她咬咬牙，请长沙的一位名师来女高讲课，一天给3万元课时
费。这位名师带过的毕业班中，有一半考上清北。“我不吃
饭也要把这些老师请来。结果他来了以后，啪啪讲完，学生
们都傻了，一点也听不懂。是他讲得太高深了吗?还是他的思
维太超前?都不是。但他给他的学生们可以这么讲，我们的孩
子就不行。”

杨文华对此解释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即使是北京四中
的老师来华坪教课，也会把这些孩子教得一塌糊涂。他对这
些学生的基础薄弱情况、学习和行为习惯都不了解，用针对
中国最优秀的高中生那一套来教大山里的学生，这些学生听
得懂吗?”

于是，张桂梅意识到，女高学生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如何
更好地把基础知识教给她们”。无论是外地名师，还是名校
的大学生志愿者，都无法从外部来解决一所乡村中学面临的
困境。“请进来”并不是破局之法，一定会遭遇水土不服。

与“请进来”相比，杨文华认为，“走出去”是一个更有效
的办法。他指出，女高的问题是自己的老师培训跟不上，外
出培训不够多。相比之下，华坪一中就更重视教师的外出培
训，并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

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潘兴陈在华坪一中任教时，曾去临



沧市参加培训。他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
外出培训也并非是为了简单模仿或达到其他老师的高度，而
是在拓展视野的同时，激发教师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
自己的教学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华坪女高的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女
高老师外出培训确实不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学校老师
数量少，缺席就会影响教学进度，且女高老师不仅要管学习，
还要管生活。杨文华则认为，这虽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无
法克服。实际上，在师生比上，华坪一中的老师要比女高更
加紧张，平均每个老师要教14名学生;而女高由于学生数量少，
在编40位教师只需负责457名学生，平均下来，每位老师对应
的学生不超过12名，比一中还少一些。

在杨文华看来，张桂梅不鼓励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真正的原
因可能是担心女高老师们“思想滑下去，受到一些不好的影
响”。“比如，外面学校的老师待遇更好，而女高是个讲奉
献的地方，如果送出去后心收不回来怎么办。她最喜欢说的
一句话是，某某学校把我老师的心搞乱了。我就和她说，既
然女高的理想信念那么坚定，百毒不侵，你怕什么?”

小学生观看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人们常不解的问她：这样做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好处?什么力
量使她这样坚强?张老师总是笑着说：“如果我有追求，那就
是我的事业：如集我有企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我有动力，
那就是党和人民”。她，没有生育自己的儿女，却有着世界
上最伟大的母爱。那些失去父母的贫苦孩子在她的身上感受
到了母爱，分享着人间最美好的亲情。她，一位普普通通的
人民教师，用真爱点亮了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的希望之光，
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爱的奉献之歌。她就是华坪县民族中
学教师兼“儿童之家”福利院院长张桂梅。向传递真爱的使
者张桂梅学习为主题的“感恩行动”在迅速掀起，成为推动
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



张桂梅为何与“感恩”产生联系，她的感恩情怀源自何处?从
她的人生轨迹中找到了答案。张桂梅同志参加工作30多年来，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深深扎根于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全身
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中;她身患多种疾病，却常常
超负荷地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始终坚守在
三尺讲台上;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经
验和教学方法，精心研究，积极探索教育规律和民族教育发
展的新模式，因材施教，进行素质教育，总结出一套适合民
族贫困山区教育特点的教学方法，教学成绩突出;她没有子女，
生活节俭，把自己一天的生活费控制在3元以内，而拿出自己
绝大部分工资接济困难学生，给没有学费的学生垫交学费，
带患病的学生去看病，天冷了给他们添置衣被，把母亲般的
慈爱全部献给学生和孤儿;她不仅生活上关心学生，而且积极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健康的业余爱好，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
地关爱他们，与迷恋网络的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精心
引导，细心照顾，使他们戒除了网瘾。华坪县民族中学的学
生和华坪儿童之家福利院的孩子们亲切地称她为“校园妈
妈”、“张妈妈”。

小学生观看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张桂梅同志命运坎坷，但无论身心如何困苦、处境如何艰难，
她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信仰，饱含着对党、对人民、
对贫困山区的无限深情，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1998年4
月，她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入党20
多年来，她始终爱党、护党，忠诚于党。

她对党忠诚！

熟悉张桂梅的人都知道，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她面前说党委政
府的不好、说共产党的不是。她反复说：“你们可以说某个
干部不行，但绝不可以说共产党不好。如果没有共产党，哪
儿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样一句话，她讲了22年，不知有



多少遍，她说还要继续讲下去。

她对党感恩！

2000年，在领取劳模的5000元奖金后，她考虑到自己重病在
身，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把奖金一次性交了党费。2015年，
她将自己的十七大党代表证、五一劳动奖章、奥运火炬和毕
生获得的荣誉证书，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组织，全部保留在
县档案馆里。别人问她怎么舍得，她说：“我的一切都是党
和人民给的，我奉献给党和人民的还远远不够。”

她对党信赖！

2008年华坪女子高中创建后，她把党的信念融入办学体系，
坚持革命传统立校、红色教育育人，实行红色教育统领校园
文化的教学模式。建校初期，由于山区条件艰苦，加之她要
求严格，很多年轻教师完全适应不了，不到半年，17名教师
就有9名辞职离去，教学工作近乎瘫痪。现实虽然让她始料不
及，但也意外发现，留下来的8名教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
这也启示她，有党员，就要有党组织，有党组织，就没有克
服不了的困难。从此，张桂梅心中有了底气，脚下有了力量。
她迅速把6名党员教师集中起来，重温入党誓词，诵读《为人
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名篇，大家眼里泛着泪花，紧握
右拳向党旗保证：一定要把女子高中办好！一定要把大山里
的女孩送入大学！学校党支部很快成立起来，从此女子高中
就有了“主心骨”，学校建设翻开了崭新一页。10多年来，
她开创并坚持“五个一”党性教育常规活动，全体党员一律
佩戴党员徽章上班、每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每周合唱一支
革命歌曲、每周观看一部红色影片、党员每周组织一次理论
学习。女子高中第一届学生都清晰记得，第一天唱的是《红
米饭南瓜汤》。理想信念教育成为女子高中一大办学特
色，“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延安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做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成为了女子高中始终不变的办
学宗旨。对此她说，我们就是要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有人说，



张桂梅除了一副瘦弱的身躯是自己的外，没有孩子、没有亲
人、没有家。她却笑着说：“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有
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里面有党，有人民，有学校，有国家，
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我什么都有！”她用一言一行、心血汗
水、无疆大爱，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把一生全都给了党。

牢记宗旨，为民奉献一辈子

20多年来，张桂梅同志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秉持为民情怀，
保持着铸魂育人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用爱心培育爱、
激发爱、传播爱，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1975年12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
召，从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在此后的时间里，她
把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1996年，
丈夫去世后不久，张桂梅放弃了在大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
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从此，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
市，而是一步步走向山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越走越偏、
越走越苦。来到华坪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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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喜欢艰苦，张
桂梅也一样，但她却选择了艰苦，她说：“艰苦的地方更需
要我。”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越发感受到做好民族贫困
地区教育工作的重要。

她爱生如子！

到民族中学工作，张桂梅面对的是傈僳族、彝族、纳西族等
少数民族学生，这些学生几乎都来自大山，家庭贫困，因为
缺乏营养，普遍体弱多病。对此，她就每个月轮流带着学生
出去“加餐”，她告诉学生：“你们这个时候正在长身体，
想吃什么就告诉我。”每次学生们都吃得很开心，直到有一
天，学生们吃完饭，张桂梅翻遍了所有的包才凑足了饭钱，
学生们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每顿饭仅舍得吃两毛钱一份小菜
的张老师、其实并不宽裕。大家无语凝咽，泪眼相望。



2003年，张桂梅还送走了一个特殊的班。这个班有的学生转
走了，有的学生回家不读了，有些男孩子晚上还在网吧过夜，
老师们对这个班都失去了信心，纷纷要求调离。随着中考临
近，张桂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主动请求接下这个班，担
任班主任。之后，她进山找回那些不读书的学生，但玩游戏
的学生还是管不住自己，晚上总想跑出去。张桂梅横下心来，
把行李搬进了男生宿舍，和32个男生住在了一起，既当师长
又当家长。早上，她叫学生们起床早操；晚上，她先检查完
女生宿舍后，又逐床清点男生人数，才躺下休息。一段时间
下来，男孩子们都说就像在家里一样，有个妈妈和他们住在
一起。可是，只有张桂梅知道，住在男生宿舍里的那几个月
是怎样熬过来的。为更好照顾男生的起居，每到下午张桂梅
就不敢喝水，担心晚上起夜时学生趁机溜出去，而且男生们
粗重的鼾声、梦话声和臭脚味，常常使她睡不好觉……。她
的辛劳没有白费，这个班在中考时22个学生考到了500分以上。
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不幸总是缠绕着张桂
梅。1997年4月，她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已经像5个月胎儿
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
学进度，她偷偷地把检验结果揣进怀里，继续坚持站在讲台
上，直到7月份把4个班的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她才住进医
院接受手术。为她手术的医生从她体内取出重达2公斤多的肿
瘤时，眼泛泪花，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
神力量，支撑着这样一个薄弱身躯熬过这样的疼痛：她腹腔
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手术后，医
生反复叮嘱，一定要静养6个月以上，可仅仅24天之后，张桂
梅又站在了她热爱的讲台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