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桂梅简介英语 张桂梅老师的事迹简
介(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张桂梅简介英语篇一

张桂梅同志扎根于教育事业，与时俱进，勇敢克服生活带来
的困难，没有被病魔吓退，又出任孤儿院院长，爱学生如自
己子女，将自己的一生都无怨无悔的奉献给了党和教育事业。
张桂梅同志对党忠诚，爱岗敬业，无私奉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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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绝大部分工资用于接济困难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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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人民教师的优秀
模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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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了她对教育事业的无比
热爱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作为一名党员，更应学习张桂梅
同志的舍身取义的大无畏精神，更应在教学中学习她的优点，
并将优点发扬光大，在教学中不断创新，工作中树立全心全



意为人服务的思想，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党员教师。

张桂梅简介英语篇二

“我这辈子的价值，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是少，毕竟他
们后面的走的比我好就足够了！”

这是出自于一位女校长所言。在遥远的大山里，有严重的重
男轻女现象，女孩子常常因为没钱上学，被埋没在大山里。
张桂梅便立志要开一所免费的女子中学。

清晨的第一丝阳光划过张桂梅的脸颊，洒过她的指尖，映在
地面上。张桂梅用朦胧的双眼扫视着街道。来了一个人，张
桂梅便走到行人的身边，轻轻拉动着行人的衣角，摇着。眼
里透露着希望的光芒道：“我想办一所免费的女子中学，帮
帮忙，一块两块也行。”说着还急急忙忙掏出自己的教师资
格证等证书奖状，激动的指着上面说“相信我！相信我！”
行人们注视着她，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属于自己的一份爱心。

经过不懈的努力，张桂梅才成功办校。

大山里的孩子基础差，高强度的工作让张桂梅的脸如同树皮
般枯黄，皱纹如水中的波纹，两鬓斑白，总是一副严厉的样
子。张桂梅身患23种疾病，手指的关节处分布着大大小小不
一的药布，抽屉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中西药。

一个晚上，张桂梅忽然全身刀割一般剧痛，冷汗从发丝间滴
到地上，她摇摇晃晃的瘫坐在地上，昏倒了下去。病床上，
张桂梅脸色惨白，用意志支撑起微微颤抖的眼皮，抓着旁边
医护人员的衣服，一抖一抖的用微弱的声音说：“能不能把
我的丧葬费预支了，我要看着这些钱用在孩子身上才放
心。”在场的医生感动地默默抹眼泪。

丽江华坪女子中学建校12年间，有1804名女同学成功考上大。



这么多年张桂梅苦过累过，伤过痛过，但唯一的初心从未改
变过。

这样的人让我敬佩—————感动中国人物，张桂梅！

张桂梅简介英语篇三

华坪县民族中学女教师张桂梅，是8月从大理市调到华坪任教
的。当时，她放弃了进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的机会，而选择
了中心中学(当时中心中学因没有教室而实行一个学校两个分
点教学的办法，初一、二年级12个班在原七中校址、初三年
级8个班在原六中校址)。

到中心中学后，她承担了4个毕业班的政治教学工作，毕业班
的女生工作，还协助学校搞文艺工作。在工作中，她尽职尽
责，奉献了所有的精力。由于课时有限，她只有找别人休息
的时间给学生补课、考试等。每天早晨7点她第一个走进教室，
晚上10点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星期六、星期天，当人们都在
休息娱乐时，却正是张老师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她所任教班
级的教室有的在前院，有的在后院，相隔100多米，每天早上、
晚上她总是前后跑动着辅导，坚持一年如一日。在抓好教学
工作的同时，她还用中午、下午、晚上，总之，抓住所有时
机或全体或个别给学生补课、谈心。同时，积极组织学生参
加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8月，民中分设成立，当时正在住院做手术的张老师得知民中
学生最穷，生源素质最差，经费最紧张，又看到民中校舍最
破陋、设备最差时，她又主动要求调到民中工作。谁都知道，
在学校工作中，班主任工作是最重要的一环。除了抓学生的
学习外，学生的日常生活、思想动向都得班主任亲自抓，一
个班级、一个学校的班风、校风的好坏多取决于班主任工作
的认真细致与否。张老师调到民中后，就主动承担了毕业
班15班的班主任工作表该班语文、政治两个学科的教学工作，
同时，还承担了学校妇女工作、语文教研组研讨工作及一些



校务工作。

爱生如子

民中的学生基本上来自边远贫困山区，家庭普遍困难。冬天
来了，学生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坐在教室里瑟瑟发抖，张老
师为他们捐出了自己的衣服、鞋子、被子、毛毯，还用自己
不高的工资为贫困学生购置避寒衣物。97年12月的一天深夜，
一个男生突发高烧，张老师得知后，立即赶到宿舍。当她看
到这位学生寒冬腊月还盖着薄薄的毡子时，心情十分沉重，
她当即含着热泪把丈夫逝时留下的唯一的纪念物--毛呢大衣，
送给了这位学生，并且连夜把学生送到医院，替学生付了580
元的住院费。第二天，当学生家长闻讯赶到医院时，张老师
还守候在病床前。这时她脸色苍白，神情憔悴--她守候学生
己整整10个小时，这位僳僳族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张老师
没有子女，但她这颗拳拳慈母心，又何止让一位学生家长感
动呢!

还有一个男生，常为没有生活费而发愁，学习下降很快，成
了班上的倒数几名，对学习失去了信心，几次提出退学的要
求。可只有两个月就毕业了，看着这些缺少文化的贫困山区
的孩子中途辍学，怎不叫人痛心?于是，张老师从自己的工资
里每星期拿出30元钱给这位学生，帮助他完成初中学业，学
生很感动，成绩也有了明显好转。

为了给长期不能回家的学生改善生活，她就请12名同学上饭
馆。猪蹄汤，回锅肉，学生吃得好开心，可结帐时，个个傻
了眼:“张老师，我们不知物价这么贵。”她却说:“只要你
们安心学习，比什么都强。”

民中学生大都来自高寒山区，他们远离父母，家庭经济又差，
外面的世界对他们的诱惑可想而知。由于学校围墙残缺，又
无校门，要让学生健康成长，张老师只得全天跟着他们，早
晨6点半她起床就敦促学生上早操，然后上自习、上课，每天



中午都亲自检查督促学生午休。她用整个身心来呵护他们，
爱他们，她既在学习上严格要求他们，又在生活上关心他们，
让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既尝到母亲般的慈爱.也得到老师严格
的熏陶，培养学生吃苦、勤奋的精神。同时，也严格要求她
自己，她深知“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凡要求学生做到的，
她自己首先做到，用自己的形象来为学生树立榜样。渐渐地，
她和学生消除了年龄界限，交上了朋友。学生信任她、喜欢
她，把她看成是学习上的好老师和生活中有大姐姐。她调到
民中以来一年半的时间，共资助学生2500元。她的学生从未
出现过违犯学校规章制度的事，是全校纪律最好的班级。

傲笑病魔

4月，是个不幸的日子，张老师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腹腔迅
速膨胀，疼痛难忍。她一面吃止疼药，一面把工作量加到了
最大限度。当她知道自己生命垂危时，面对一纸无情的病检
报告(当时医院诊断为癌症)，她没让领导、同事、学生知道，
而是默默忍受着身体和心灵上生与死的煎熬。在这几个月里，
同事们经常看见她在通往教室的路上一步一步往前挪。她给
学生加大了复习量，也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她每天早上6点
多钟起床，晚上批阅作业试卷到12点。这样，一直坚持到7月
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向领导说明情况，住进了昆
明的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切除的子宫和肿瘤重达2公斤多。

手术后，医生要求她至少休养半年，可是手术后的第24天，
她就回到民中上班了。由于手术失血过多，伤口没有完痊愈
合，巨大的疼痛折磨着她，可她仍然坚持在讲台。

由于过度劳累，97年12月，张老师的病情复发，领导、同事、
学生多次劝她住院治疗，她不肯。她说:“我的事业是教书，
我的希望是学生，不把他们送出学校我是不会先走的”。这
段时间，她的工作量达到了极限，每天工作10多小时，更不
存在星期六、星期天，全年休息的时间只有过春节的3天。直
到3月，她的病情己恶化得特别厉害。人们劝她住院，她仍然



拒绝了。她说:“学生刚有起色，我不能离开他们，我的生命
就是讲台”。领导、同事们说:“我们需要你活着，华坪人民
需要你活着，请你服从安排吧。”冲着这份真情，她才进了
华坪县中医院，这时，她仍然一边治疗一边坚持工作。每天
都是一拔下针头就走向讲台，从没有在医院安稳地躺过一天。

看了不到一个月，医生告诉她医院无法控制她的病情，需要
转院治疗。为了节约国家的医疗费，她毅然决定出院。为了
即将毕业的学生，她拒绝再到任何医院治疗，仍然坚守在岗
位上。就这样，张老师调到华坪两年多了，虽然她一直带着
重病，一直承受着痛苦，可她从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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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梅简介英语篇四

十一年前，一场家庭变故让张桂梅从大理来到丽江山区;原本
只想忘却爱人过世的悲伤，她却看到了山区贫困孩子一张张
渴望知识的纯真面庞。爱的本能让这位女教师在山区扎下了
根。

为了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状况，她节衣缩食，每天的生
活费不超过3元，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学生身上。日积月累，
张桂梅先后捐出了40多万元。令她引以为豪的是，她的学生
没有任何一个因贫穷而辍学。，云南省政府奖励的30万元，
她全部捐献给了一座山区小学用来改建校舍。2001年起，她
义务担任丽江华坪县“儿童之家”的院长,成为了54名孤儿的
母亲。

为了孩子们，她全身心投入教学，将病痛置之度外;她把学生
送进中考考场后才去医院--医生从她腹腔切出一个超过2公斤



的肿瘤。她把生命献给了这片贫瘠的土地，除了孩子们，她
别无所求--如果我是小溪，就流向沙漠，去造就一片生命的
绿洲。

所获荣誉

张桂梅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
国十大女杰、全国百名优秀母亲、全国十佳知识女性、云南
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云南省首届兴
滇人才奖、云岭先锋奖章。，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

1997年华坪县教育局授予她“师德标兵”;

19丽江地委、行署授予她“人民优秀教师”;

19云南省政府授予她“全省先进工作者”;

20国务院授予她“全国先进工作者”;

2001年全国教育工会、教育部授予她“全国十佳师德标兵”;

20授予她“全国十大女杰”;

授予“精神文明十佳人物”;

20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20授予“优秀共产党员”;

20授予“兴滇人才奖”。

209月，荣获最美乡村教师。



张桂梅简介英语篇五

华坪县民族中学女教师张桂梅，是1996年8月从大理市调到华
坪任教的。当时，她放弃了进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的机会，
而选择了中心中学(当时中心中学因没有教室而实行一个学校
两个分点教学的办法，初一、二年级12个班在原七中校址、
初三年级8个班在原六中校址)。

到中心中学后，她承担了4个毕业班的政治教学工作，毕业班
的女生工作，还协助学校搞文艺工作。在工作中，她尽职尽
责，奉献了所有的精力。由于课时有限，她只有找别人休息
的时间给学生补课、考试等。每天早晨7点她第一个走进教室，
晚上10点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星期六、星期天，当人们都在
休息娱乐时，却正是张老师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她所任教班
级的教室有的在前院，有的在后院，相隔100多米，每天早上、
晚上她总是前后跑动着辅导，坚持一年如一日。在抓好教学
工作的同时，她还用中午、下午、晚上，总之，抓住所有时
机或全体或个别给学生补课、谈心。同时，积极组织学生参
加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97年8月，民中分设成立，当时正在住院做手术的张老师得知
民中学生最穷，生源素质最差，经费最紧张，又看到民中校
舍最破陋、设备最差时，她又主动要求调到民中工作。谁都
知道，在学校工作中，班主任工作是最重要的一环。除了抓
学生的学习外，学生的日常生活、思想动向都得班主任亲自
抓，一个班级、一个学校的班风、校风的好坏多取决于班主
任工作的认真细致与否。张老师调到民中后，就主动承担了
毕业班15班的班主任工作表该班语文、政治两个学科的教学
工作，同时，还承担了学校妇女工作、语文教研组研讨工作
及一些校务工作。

爱生如子

民中的学生基本上来自边远贫困山区，家庭普遍困难。冬天



来了，学生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坐在教室里瑟瑟发抖，张老
师为他们捐出了自己的衣服、鞋子、被子、毛毯，还用自己
不高的工资为贫困学生购置避寒衣物。97年12月的一天深夜，
一个男生突发高烧，张老师得知后，立即赶到宿舍。当她看
到这位学生寒冬腊月还盖着薄薄的毡子时，心情十分沉重，
她当即含着热泪把丈夫逝时留下的唯一的纪念物--毛呢大衣，
送给了这位学生，并且连夜把学生送到医院，替学生付了580
元的住院费。第二天，当学生家长闻讯赶到医院时，张老师
还守候在病床前。这时她脸色苍白，神情憔悴--她守候学生
己整整10个小时，这位僳僳族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张老师
没有子女，但她这颗拳拳慈母心，又何止让一位学生家长感
动呢！

还有一个男生，常为没有生活费而发愁，学习下降很快，成
了班上的倒数几名，对学习失去了信心，几次提出退学的要
求。可只有两个月就毕业了，看着这些缺少文化的贫困山区
的孩子中途辍学，怎不叫人痛心？于是，张老师从自己的工
资里每星期拿出30元钱给这位学生，帮助他完成初中学业，
学生很感动，成绩也有了明显好转。

为了给长期不能回家的学生改善生活，她就请12名同学上饭
馆。猪蹄汤，回锅肉，学生吃得好开心，可结帐时，个个傻
了眼："张老师，我们不知物价这么贵。"她却说："只要你们
安心学习，比什么都强。"

民中学生大都来自高寒山区，他们远离父母，家庭经济又差，
外面的世界对他们的诱惑可想而知。由于学校围墙残缺，又
无校门，要让学生健康成长，张老师只得全天跟着他们，早
晨6点半她起床就敦促学生上早操，然后上自习、上课，每天
中午都亲自检查督促学生午休。她用整个身心来呵护他们，
爱他们，她既在学习上严格要求他们，又在生活上关心他们，
让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既尝到母亲般的慈爱。也得到老师严
格的熏陶，培养学生吃苦、勤奋的精神。同时，也严格要求
她自己，她深知"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凡要求学生做到的，



她自己首先做到，用自己的形象来为学生树立榜样。渐渐地，
她和学生消除了年龄界限，交上了朋友。学生信任她、喜欢
她，把她看成是学习上的好老师和生活中有大姐姐。她调到
民中以来一年半的时间，共资助学生2500元。她的学生从未
出现过违犯学校规章制度的事，是全校纪律最好的班级。

傲笑病魔

1997年4月，是个不幸的日子，张老师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
腹腔迅速膨胀，疼痛难忍。她一面吃止疼药，一面把工作量
加到了最大限度。当她知道自己生命垂危时，面对一纸无情
的病检报告(当时医院诊断为癌症)，她没让领导、同事、学
生知道，而是默默忍受着身体和心灵上生与死的煎熬。在这
几个月里，同事们经常看见她在通往教室的路上一步一步往
前挪。她给学生加大了复习量，也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她
每天早上6点多钟起床，晚上批阅作业试卷到12点。这样，一
直坚持到7月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向领导说明情况，
住进了昆明的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切除的子宫和肿瘤重
达2公斤多。

手术后，医生要求她至少休养半年，可是手术后的第24天，
她就回到民中上班了。由于手术失血过多，伤口没有完痊愈
合，巨大的疼痛折磨着她，可她仍然坚持在讲台。

由于过度劳累，97年12月，张老师的病情复发，领导、同事、
学生多次劝她住院治疗，她不肯。她说："我的事业是教书，
我的希望是学生，不把他们送出学校我是不会先走的"。这段
时间，她的工作量达到了极限，每天工作10多小时，更不存
在星期六、星期天，全年休息的时间只有过春节的3天。直
到98年3月，她的病情己恶化得特别厉害。人们劝她住院，她
仍然拒绝了。她说："学生刚有起色，我不能离开他们，我的
生命就是讲台"。领导、同事们说："我们需要你活着，华坪
人民需要你活着，请你服从安排吧。"冲着这份真情，她才进
了华坪县中医院，这时，她仍然一边治疗一边坚持工作。每



天都是一拔下针头就走向讲台，从没有在医院安稳地躺过一
天。

看了不到一个月，医生告诉她医院无法控制她的病情，需要
转院治疗。为了节约国家的医疗费，她毅然决定出院。为了
即将毕业的学生，她拒绝再到任何医院治疗，仍然坚守在岗
位上。就这样，张老师调到华坪两年多了，虽然她一直带着
重病，一直承受着痛苦，可她从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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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