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读后感演讲 梁启超演讲稿敬业
与乐业读后感(优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当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读书读后感演讲篇一

梁启超先生的演讲《敬业与乐业》，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人们
对待职业的态度问题，论述了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下面是
小编整理的关于《敬业与乐业》的读后感，欢迎阅读参考。

《敬业与乐业》是当年梁启超先生在上海给他学生的一篇演
讲文章。下面我就谈一谈自我对敬业和乐业的理解吧。

就敬业而言我理解是凡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忠于一件事，将
全部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心无旁骛，便是敬。一个人是否
有作为不在于他能做什么，而在于他是否尽心尽力地把所做
的事做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这就是敬业。梁启超以前这样说过：“敬业乐业是类生活的
不二法门。”是啊，当敬业意识植根于人们脑海里，那么做
起事来就会用心主动，并能从中体会到快乐，从而获得更多
的经验和取得更大的成就。也只有敬业的人，才会在自我的
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不断地钻研学习，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才有可能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崇高而伟大的奉献。如果没
有敬业精神，《庄子》中的佝偻丈人就无法把承蜩这样一件
小事做到“经典”，做到“出神入化”;如果没有敬业精神，
孔子的为人就不会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
至”的境界。



作为一名规划战线上的一员更能体会到敬业的。城乡的发展
离不开规划，城乡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一方应对于规划
工作的性、严肃性都要求我们务必要有敬业精神，另一方面
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拓展也需要我们为未来城乡的定位、城
乡的性质、城乡的文化、城乡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城乡经
济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定好位，同时也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
观的眼光去思考去研究，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进步，工作方式
的改善和提高，都会在城乡的未来体现出来。所以好的规划
才会有好的城乡发展，这些都需要一份敬业精神。

下面来谈谈乐业。至于他的概念，我觉得书上写的那句
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已经足以
诠释了。人生能从自我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
凡做一件事，都要认为它是搞笑味的，做工苦，不做工更苦;
被动与主动，能产生两种截然不一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达不
到乐业，那么生活就会变得很单调。如果有人说，我的职业
没有可乐的地方。那么它就是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单调
人，因为所有的职业都会有可乐的地方，只但是不容易被发
现，而且很多人又不知如何去乐业。一个成功的规划人，肯
定是乐业的，对规划事业的成功既不是家庭能带来的，也不
是先天条件比别人强，原因是能把规划事业当作自我的乐趣
所在，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都会陶醉在事业中。

人生因竞胜而快乐，乐业能够让我们把一切游思都抛之脑后，
岂不为好?“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没有任何
事是一蹴而就，没有任何人一举成名，也没有人只耕耘无收
获。把握好心态，端正好态度。“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工
作，我快乐。只要脚踏实地的把自我的工作做到位，持之以
恒，永不懈怠。从工作中找到乐趣，从快乐的心境中不断激
发出自我的工作热情，就会发现自我的心胸越来越宽广，视
野越来越开阔。

可见敬业与乐业能改变人的命运，成就人的梦想，实现人的
价值。



所以敬业与乐业都是十分重要的。有了它们，我们的生活才
会变得精彩，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和平完美。

梁启超先生的演讲《敬业与乐业》，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人们
对待职业的态度问题，论述了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梁先生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指出“责任心”和“趣味”跟“敬
业”与“乐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责任心”就是“敬业”，
“趣味”就是“乐业”。他认为做事必须具备责任心和善
于“从职业中领略出趣味”。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职业，能够
有责任心，有趣味，发扬敬业与乐业的精神，专心致志做圆
满，就是“人类合理的生活”。

“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是亵渎职
业之神圣;从事实方面说，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结果自己害自
己。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
利。”启超先生不愧贤达，于理于事，对问题分析得事鞭辟
入里，很有指导意义。教师于我而言是谋生的职业，因而我
切不可因为我自己的随便和不敬而亵渎教师的称号以致于害
了自己丢饭碗。

孔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
生活，是人类生活的理想境界。“乐业”的心绪是对待职业
的最佳心态，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如果每个人都能从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寻求无限趣
味，膜作起来能不负责任吗?工作能做不好吗?我如今从事的
教师这个职业而言，辛苦是毋庸说的，哪个行业不辛苦那?但
辛苦之中也有乐趣——与同事交流的乐趣、因学生成长的乐
趣、自身发展成功的乐趣……众多的乐趣充溢着我们的工作
过程。设若我们把乐趣理解为轻松、理解为毫无约束的自由，
恐怕这种乐趣是无法寻找的。

退一步讲，假如我们没有达到乐业这种境界(像我就存在差
距)，那就把“乐业”当作一种人生理想。可能明天我不做教
师这个职业，“乐业”依然是我的职业理想，有这种职业理



想，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业责任。

让我们为了明天的乐业，今天开始敬业。

读过梁启超先生的《敬业和乐业》后，从文中受益至深，让
我清楚的了解到“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但“敬业与乐
业”的前提下必须“有业”，没有它，“敬业与乐业”就无
从谈起，没有“有业”，“敬业”哪来的“乐业”之说!特别
里面的“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这句话说得多么的精
僻!

“有业之必要”于我们来说，“业”自是学习、工作。读
完“百丈禅师”的故事之后，初始觉得此人太呆板、太死心
眼了，而随后经逐一琢磨，却觉得自愧不如，与“百丈禅
师”相比，我们缺少的不仅是他的“言必出，行必果”，而
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缺少老禅师的那种日日坚持，矢志不谕的
品质。现在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无法完成自己的原
先制订的决心和计划!我们的言行和行动都总是没有相顾，并
且无法坚持，而且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上，并为今日
的失言，自找台阶下，不愿下功夫。这则故事也启发我们一
定要好好深思熟虑，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少年，要以怎样
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学习呢?现今的中国，改革开放，生产力
得到全面解放，社会一片繁荣，市场化也越来越浓，要想找
到一份工作很难，要想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就更难了。
当你选择了这份职业的时候，你想好了要为他而付出吗?我们
一直在为生活而劳动，其实也是为了劳动而生活。不管做任
何事情，处在某个位置，事和名称都会有大小、高低;但从事
的本质来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在事物的运行过程中缺少
了任何其中的一个环节都会掉链子的。不管任何工作，拿到
手里，全看自己的才能如何去劳作，使之得到圆满，自我感
觉良好，别人看起来也不错。这也证明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
人人都要不断的去劳作。这便是“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
”我们虽不是没有职业的懒人，更不是社会的蛀米虫。



可是一次又一次不完成任务的我们，安然地回到家后，享受
着父母创造的环境;总想着“下一次”的我们，悠然地面对着
心切的父母和社会的期望……甚至跟“掠夺别人勤劳结果”
的盗贼等同!真是“懒”字当头，万事不成啊，“懒”是我们
最大的敌人，而“放纵”这个敌人胡作非为的又是我们自己，
克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劳作便师德，不劳作便是罪
恶。”“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
天地间第一等人。”当我从这些句子中找出一句话来回
答“为什么要敬业”这一问题时，我觉得“凡职业没有不是
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特别是最令我深受
启发的是《庄子》记佝偻丈人承绸的故事。“天地之大，万
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一个佝偻的老人，几句简单的
话语，却道出所有道理的精华!凡做一件事，要忠于一件事，
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一点不旁骛，便是敬。这就要
求我们有一颗平常的心，一颗勇于探索的心。要想做好任何
一件事情，便把这件事情看作自己的眼睛去对待，无论别的
什么好处，都不要与之交换，换得一时的轻松、愉快;你敷衍
它，结果它也敷衍你，最后，一事无成。怎样把一件事情做
得出色呢?唯一的秘诀便是忠实，忠实从心理上发出来便是敬。
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么好的社会环境下，并拥有着健康的身体，
我们起码要把我们身边的小事做好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
我们应把每一件事通过努力，做到出色，就算与他人之比，
相差之，但我们无悔，因为“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
心!”我们努力了!然这所有的前提见出于“专心致志!”唯有
用心，我们才能有成功，若“坐这山，望那山”，则“一事
无成”!这便即要“尽职”又要“敬职”了。所以，我们要满
怀热枕地认认真真做好自己本分以内的事情，脚踏实地，真
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

至于“乐业”，我认为书中的那句话便足以诠释了：“知之
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算对自己的职业如
何不满，但我们都必须去做。我们要从中寻乐趣呢?这使我想
到了一句话：“你知道，你爱惜，花儿努力地开;你不知，你
厌恶，花儿努力地开。”花儿总是在努力地开，美好的日子



也一天天地在流逝。而对于我们，为何不去珍惜自己所拥有
的一切呢?从职业中体会快乐，从快乐中品味生活!对于有的
人总叹息“做工作好苦呀!”对于这种叹息声，无论任何人都
曾经说过。反过来讲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喝酒，去游玩等还
不是一样淘神费力。有些人抱怨自己本行，这件事分明不能
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做。不愿做是逃不了的，哭丧着脸去
做和快乐的去做结果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做一件事
情，就要身入其中，从起点、过程、终点中去体会每一个阶
段，回想自己付出的努力所得到的成就，就有一种归属感。
要在工作中与同行比较、竞争，要时刻告诉自己是最强的，
在不断的工作中战胜自我，领略出趣味，这样，生活才有价
值。愿社会的青年才俊们，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迎接挑战，
面向未来。

总之，每件事都有其独道的乐趣，我们要明白“敬业与乐
业”并非是某种硬性规定的条款，而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价
值的一种方式，一种渠道。要在生活中真正做到“敬”
与“乐”，只有这样，相信信生活才会更多彩!才使我们享受
的无限的乐趣。

读了梁启超先生的《敬业与乐业》后，我对人生进行了深深
的思考。

人的一生十分短暂，有的人把时间虚度了，有的人却过得很
充实。这都是因为前者无业而后者有业所造成的。虽然我们
现在学习很苦，但比起那些无业的人不是幸福的多吗?毕竟我
们是有业——学业的人。而这门业也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
门业了。只有善待这门业，才能做出成绩，使我们的人生更
加亮丽多彩!

那么怎样才算得上善待这门业呢，这自然要与梁启超先生提
出的敬业，乐业二词联系起来了。

当人有一份职业后，最基础的就是敬业了。敬业有两层含义：



一是敬重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引以为自豪;二是深入钻研探
讨，力求精益求精。我们对待我们的学业也应是这样，因为
我们在学习，我们学习了，就应引以为自豪，而我们也应有
钻研的精神。这个过程中是快乐的，是自豪的，当然也会有
人说是苦的。但是整天在学校里一事无成就不苦吗?恰恰这种
人是生活的最痛苦的。因为他们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快乐，而
内心是痛苦的，这就与那些敬重这项事业的人刚好相反。

当然不只需要敬业，而且要乐业。因为“举是最好的老师”，
正如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只有热爱它，才能把这项事业做的更好。所以我们不要总认
为学习很难很苦，因为这样会使我们更费力的学习却没有什
么好的效果，我们是带着不满的情绪的。

最后，我要借用《敬业与乐业》中的一句来结尾：“敬业乐
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

今天我学习了《敬业与乐业》一课，它虽是梁启超先生的一
篇演讲稿，但还是让我感触良多。它主要阐述了敬业与乐业
对于我们的重要性。然而在这之前需有业，如若无业何以敬
之，乐之。

敬业——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业”自然是学业，要想敬，
就要像朱熹所说的那样“主一无适便是敬”，让我们真正的
专注于学习而不为其他的琐事所烦扰，才能敬。我们作为学
生，专心于学习，有坚强的意志力，敢于拼搏的气魄，决不
放弃的信念，便是“敬业”。对于任何我们拿到手上的工作
就要认真的做，做到最好。“百行业为先，万物懒为首”，
这也证明人人都要有工作，人人都要劳作，我们现在不是无
业游民，将来更不能做社会的蛀虫。

乐业——有的人说“做工好苦”，难道不做工就不苦吗?人的
这一生要不就是先苦后甜，要不就是先甜后苦。前者，早受
苦当然懂得珍惜，自然是苦尽甘来;而后者大多都是些无业游



民的烂人，他们不知用劳作去换取酬劳，以至于最后最容易
走上犯罪的道路。面对生活须知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
观的事。倘若有人问我读书苦不苦我当然会说哭，但我不会
因为哭就不去做它，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需要你去发掘
它，发现它，你自会体会到业之乐。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知。”人生如若能从业中领略
出一番滋味，才能体现出生活的价值!

总之，接下来的生活与学习中我会如朱熹所说“主一无适便
是敬”的去学习，一敬、乐的态度去迎接生活!

读书读后感演讲篇二

在演讲之前，我先祝各位长辈：新年快乐，平平安安每一时，
快快乐乐每一天!祝兄弟姐妹：成绩步步上升，用笑声度过每
天!

孝顺，必做。这是做人的基本理念。在《弟子规》里的入则
孝篇中，有非常入深的孝顺当先礼仪。“父母呼 应勿缓 父
母命 行勿懒”父母叫你的时候，应立即答应，而不是拖拖拉
拉。父母让你去做事时，应立刻去做，不能因为有借口而偷
懒。帮父母做多点事，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你肯用心做。

自己在以前，父母对我是百依百顺，想方设法的满足我的要
求。但我呢，父母叫我去帮忙晾晒点衣服，我都拖拖拉拉，
迟迟不肯去。我对自己有下过要求，做到入则孝里的每一句
话，但是那件事，我就没做到入则孝里的“父母命 行勿懒” 。
父母有时关心我，啰嗦了几句，但我却不知好，反而责备他
们啰嗦。现在的我，不是以前的我，在孝顺方面，已经达到
了我给自己的高度。

古代的黄香9岁时并懂得了孝敬父母，因母亲去世了，只有父
亲照顾黄香，而黄香却很懂得报得。他在夏天晚上睡觉的时



候，站在了父亲的床前，用扇子扇风，使热热的床变得很冰
凉，很舒服。在冬天的时候，做完了每天的作业，便跑到父
亲的床上盖着被子，把冰冰的冷床，变成热热的地毯，直到
父亲要休息为止。

在学习方面，我的成绩是忽高忽低，在《弟子规》里的“宽
为限 紧用功工夫到 滞塞痛” 意思是讲：不妨把学习的期限
安排的宽一点，但在学习的时间要抓紧。只要功夫到了，不
懂的地方自然懂。

而我刚好，反了。我学习的期限安排的乱七八糟，学习的时
间放得很宽。就算没学懂，我也没有及时去问老师、家长和
同学。而那个不懂的地方，我就一直在纠结。“房室清 墙壁
净 几案洁 笔砚正 墨磨偏 心不端字不敬 心先病”这几句是
讲：房内的东西要干净整洁，墙壁要保持干净。桌子要保持
清洁，文具之类要规范放好。 如果磨墨时，把墨磨偏了，说
明你心不在焉。如果写字写的很潦草，说明你心没安静下来，
思想不集中。所以，学习时要专心致志。

在学习时，要静下心来，不能很浮躁，要不老师讲的任何一
句话，你都没听进去。写作业的时候，心更要静下来，一笔
一划的写，而不是三下两下搞定它。写作业要速度完成作业，
不能缓。要做到高质量的学习，并且用高质量来完成当天的
课后练习。并且， 把任何学过的地方复习一下，回过头来品
味一些学过的知识。把第二天要学的内容，先预习一遍，记
牢里面的内容，第二天的课你便会很容易的听懂，学懂。

“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妄 奚可焉”这句话讲到了重点，凡是
说出的话，首先要真实，不能虚假、要讲信用。说谎话骗人、
胡言乱语，这些都是不可以的行为。答应了别人的事情，要
尽可能的去帮助他，而不是答应后，便找任何借口去减少负
担和推卸责任。既然你是做不到的，那就不要去答应别人，
既然你答应了就要做到。



读书读后感演讲篇三

爱唱戏的妞儿，草丛里的小偷，有趣的兰姨娘以及沉默
的“四眼狗”，这些人物都出自于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
《城南旧事》。对于小说，我一般只是看个开头和结尾，少
数会看完。而《城南旧事》，至今我已经看了八遍，我深深
地爱上了书中那个叫林英子的孩子。

《城南旧事》讲述的是林英子小时候的故事。作者站在一个
小孩子的角度，生动地描绘了老北京城人们的生活，也记载
了一个孩子由任性变得乖巧懂事的过程。随着英子的成长，
一些事，一些人也都在变化。一个个好朋友、好亲人都随着
英子童年的结束而离开。到最后，她的爸爸也走了，英子不
再是个小孩子了。

我爱英子，爱她的天真。她与那个蹲在草丛中的小偷成为朋
友，用真心对待每一个人。她与妞儿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有
趣，深深打动人心。英子也调皮，她赖床不想上学，但后来，
在爸爸的教育下，她养成了天天早起的好习惯，成了每天等
待校工开大门的学生之一。那个小小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

我爱英子，爱她的坚强。在妞儿与她妈妈离开之际，她终于
撑不住倒下了;在爸爸离世时，她迅速冷静下来，只为了完成
爸爸的嘱托——坚强地生活下去。那个小小的孩子真是太懂
事了!

我爱英子，我可怜她。她还那么小，就失去了爸爸，就要承
担起作为一个小大人的责任。相比我而言，我们似乎差了十
万八千里。我是温室中的花朵，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公主式”生活，有时还要挑三拣四。英子让我懂得了，
年龄不会成为承担责任的限制。小小的我们，也有着一份小
小的，对于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我们应该去主动承担，像英
子一样，关心别人，照顾别人。那个小小的孩子真是太了不
起了!



有人说，《城南旧事》是虚构的、杜撰的，但这丝毫不影响
我对它的喜爱。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童真，看到了善良，
看到了属于儿童的美。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张张生动的
生活画卷，更重要的是一次次的感动和其中蕴含着的道理。
这就是我爱这本书的原因，这就是我爱上那个孩子的原因。

“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一点儿也没有错!英子
让我着迷!她的童年，有坎坷有泪水，当然也少不了欢乐和笑
声。我爱英子，爱她的童年，爱她的“城南旧事”。

爱上那个个孩子，爱上那份童真!

读书读后感演讲篇四

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本书，名叫《城南旧事》，读后我感触
很深。

这本书里有，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蹲在草丛里的厚嘴唇小
偷，漂亮爱笑的兰姨娘，井边的小伙伴妞儿，爸爸的好友德
先叔，和英子朝夕相伴的宋妈以及最后因肺病去世的父亲。

当读到主人公英子在冬阳下看骆驼咀嚼食物的情景，自己的
嘴也不由得动了起来的时候。我体会到了：英子童年时的样
子，也看到了童年的天真与幼稚。英子还想把骆驼的毛给剪
整齐了。好天真的想法。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继续往下看。可是却让我感动的流下了眼
泪。英子的好朋友妞儿与和和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母女相认，
就在她们母女去找妞儿的爸爸时，却被火车给撞死了，可怜
的母女，没有一个人活了下来……我的眼泪滴在了这页书上
面。我在替他们惋惜。

英子的爸爸也因肺病去世了，家里就英子最大。这年英子12
岁。这天也正是英子毕业的那天。她在心里默念：爸爸的花



落了，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英子要承担起照顾家人的重任。
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童年是美好的，是快乐的。而英子童年的道路却是坎坷的，
我们要珍惜童年，珍惜时间!

这本书让我体会到了童年的可贵，时间流逝的快。现在，我
已经六年级了，即将告别我快乐无忧的童年。

再见，童年!

读书读后感演讲篇五

《我的教学勇气》是由美山姆.英特拉托编著，方彤、陈峥、
郭靖翻译。此书讲述的是美国教师的教学故事，或真实有趣，
或充满智慧，或深切感人。美国教师为学生成长付出的努力
令人敬佩，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点燃自己的教育激情，积极与
同事合作，探讨和研究，创造更好的教育氛围，使每一个学
生都具有最美好的品质。读着这些故事，不时在故事中看到
我自己的影子，他们仿佛置身于我的内心，诉说着我的困惑，
发泄着我的情绪，表达着我的想法。

处于新手教师水平的我，教学技术的不成熟、教学经验的不
足，常常让我觉得身心俱疲，教学就像是一座又一座高耸的
山峰，而内心的惧怕、不安让我迷失在这座美丽而又充满荆
棘的高山中。《我的教学勇气》像一泓清泉、一阵微风、一
缕阳光，洗涤着我的心灵，平复着我的焦躁，照亮了我的人
生！

《我的教学勇气》自始自终沿袭一个这样的主要观点：“真
正好的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的教学来自于
教师的自身认同和自身完整。”然而繁重的教学任务、琐碎
的教学工作、家长的不支持不理解、社会的“唯分数论”无
不在时时刻刻摧残教师的心灵，消磨教师教学的勇气！



《我的教学勇气》借助教师的现身说法，使我们了解他们是
如何找回和维系自己的心灵，从而能在教学时兢兢业业地为
学生服务，养成怡然自得的心情，排除面对的一切困难，尽
己所能，与同事携手并肩实现共同目标——为自己带来更多
的光明，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生机。

当你非常热爱你的工作时，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是深入地了
解教学。面对教学中的困惑，我们须知难而进而非逃避，对
其更好地理解和更得体地协调，这不仅仅是为了守住自己的
灵魂，更是为了爱护学生的心灵。

帕尔默说，他教学生涯的三十年后，随着岁月的磨练，表面
上圆滑老练了，却仍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一样摸索着。是
的，教育是需要一辈子的用心体会，用心钻研才能有所收获，
任何急功近利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这是一次心心相印的相逢，正是与它的相遇，重新点燃了我
从教的激情，重新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创造需求。更重要的
是，它让我从失望乃至绝望之中抬起头来，无论爱的过程是
愉悦或是痛苦，我都要把爱献给孩子们，用心来教，因为孩
子值得我们付出。特雷莎修女说过：“我们做的从来不是大
事，只是用大爱做小事。”我想：我既然再次选择了教师这
个职业，那就让我从小事做起，我也要重新找回我的教学勇
气，重新点燃我的教学激情，为孩子明天的幸福生活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