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动中国人物人物事迹心得体会(优质10
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通过记录心
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
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感动中国人物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有一种温暖，不需要语言，就能传递，叫感动;有一种力量，
不求惊天动地，却足以令人震撼，叫感动。看了《感动中
国》，它以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他们义举正在用自己的事迹
行动追逐践行着中国梦。

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他们采自各行各业，带来的事迹也许
也称不上伟大，但他们的倾心与坚持把我彻底折服，在他们
身上，能遇见看见竹林般坚韧不拔的品格。

其中张玉滚的墓志铭碑铭尤其让我触动，张玉滚，38岁，河
南省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先后荣获全国性优秀教
师、全国师德标兵、全市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等称号。张玉
滚高中毕业后，放弃在城市工作机会，回到家乡，从一名每
月拿30元钱补助、年底再分__磅重粮食的民办教师干起，一
干就是17年。学校地处偏僻，路没修好时，他靠一根扁担，
一挑就是5年，把学生的课本、文具挑进了大山。他是这里的
全能教师，手执教鞭能上课，掂起勺子能做饭，握起剪刀能
裁缝，打开药箱能治病。由于常年操劳，“80后”的他鬓角
斑白、脸上布满皱纹。人们都为之感动，感动的不会只是那
出类拔萃优秀的品质，还有那无私的爱。

一个平平凡凡的人，经过各样的奉献，经过日积月累时间的



考量，也会变得很伟大。用他们的话说，做一件好事容易，
做一辈子的好事就不无论如何那么容易了。而张玉滚正在用
自己的青春为基，甘愿做一颗大树，一棵去托起孩子们梦想
的大树。我想，最有意义的.事情也莫过于此吧!

我们追问自己人生的参考价值，也许意义不在于追问，而在
于行动。作为三名交通青年，用我们连续不断的行动，保障
道路的安全通畅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而这条路不仅仅是联通
某个地方，它更是群众们回家的路。我们一定会牢记这些体
育精神，把感动的火苗掩埋在心间，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
位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感动中国人物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英雄王锋的故事，要从2016年5月18日凌晨的一起火灾事故说
起。

那天夜里，在南阳市卧龙区西华村一栋民宅，二十多位熟睡
的人不曾预见，危险正一步步逼近。凌晨1点多，因一楼电动
车短路失火，继而引发大火。租住在一楼的王锋最先发现火
情，带着女儿第一时间跑了出去。

“失火了！”王锋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折回头冲进火海，救
出了妻子和儿子。

“你打电话报警，招呼好孩子，我得去救人，楼里还有很多
人。”王锋安顿好妻子潘品后，便转身第二次冲入火海。这
一次，挽救了住在一楼东间的两名学生和一名托教老师的生
命。

此时，楼内已火光冲天，还不时响起爆炸声。“里面还有人，
我还要去救人。”说完这句话，他第三次冲入火海。

这一次，他挨门挨户敲门示警。邻居听到咚咚的敲门声，赶



忙起床逃生。楼里二十多个人得救了，而原本是第一个逃出
去的王锋，第三次从火海中出来时，已被烧成了“炭人”，
全身乌黑，神志已经不清醒，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边
跑边喊，奔走呼号。住处巷口五六十米的路上，留下了王锋
带血的脚印。

整栋楼的邻居无一伤亡，但王锋全身的烧伤总面积达到98%，
命悬一线。

虽经多方救治，但因严重感染，在顽强坚持了136天后，王锋
于2016年10月1日因多脏器衰竭不幸离世。

英雄王锋当选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是对他英勇事迹的
高度认可。

如今，王锋事迹已在全国发酵，关于他事迹的电影也感动了
无数观众。

就像“感动中国”评选委员会给予王锋的颁奖词写的一样，
高贵的灵魂浴火涅槃，在人们的心中永生。

感动中国人物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滴答，滴答，中国在等待你的回答。你的夜晚更长，你的星
星更多，你把时间无限细分，你让速度不断压缩。三年一腾
飞，十年一跨越。当第五十五颗吉星升上太空，北斗，照亮
中国人的梦。

【人物事迹】

谢军，1959年出生，山西临汾人，中共党员，研究员。1982
年毕业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电子技术系雷达专业，获学士学
位;1987年毕业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



获硕士学位。历任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4所副所长、所长，北
斗二号导航卫星总设计师。现任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
北斗三号导航卫星首席总设计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副
总设计师。

谢军与北斗的故事很早就开始了。1982年，谢军大学毕业后
即投身航天工业，参与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风云二号气
象卫星、海洋二号卫星等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并用了3年多的
时间，让北斗卫星用上了自主研制的精准的原子钟。20__年，
谢军担任北斗二号导航卫星总设计师。

20__年6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最后一颗卫星发射
成功，这代表着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
北斗三号卫星研制中，谢军团队创造性地实现了卫星批量化
生产，仅用1年零14天将19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创造了航天
发射史的新纪录!

感动中国人物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11月，谢海华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谢海华与妻
子结婚30载，撑起妻子病痛的人生，以爱之名诠释了“陪伴
是最长情的告白”。

29年前，23岁的湖南农民谢芳与入室盗窃歹徒搏斗，身中9刀，
落下残疾。刚刚从部队复员回家的谢海华，经人介绍与谢芳
订婚。面对谢芳日益严重的后遗症，谢海华仍选择了与她结
婚。近28年来，谢海华一直悉心照顾妻子，每天早上6时准时
起床做饭，帮妻子穿衣服、洗漱，端屎把尿，一日三餐把饭
菜送到床头喂她吃……这些事，谢海华一做就是29年。对于
谢芳来说，谢海华就是她的手和脚，“没有他，我活不到今
天。”

1988年10月，谢海华与谢芳完婚。没多久，他们的儿子出生
了。不幸的是，谢芳的`身体每况愈下，手脚韧带和肌肉开始



不断萎缩，不久便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妻子卧病在床，
儿子嗷嗷待哺，家庭重担都落在谢海华一个人身上。谢海华
认真学做家务活，洗衣、打扫、炒菜、熬药，帮妻子梳洗按
摩、端屎把尿，抚养教育儿子……这些事，谢海华一做就
是29年。

为了照顾妻子、孩子，谢海华不敢远行，只能守着家里的田
地勉强维持生活。为给妻子凑钱治病，谢海华变卖粮食，拉
下脸面向亲朋好友挨家借钱，平时只吃辣椒和青菜，若没有
客人来，一年都吃不上几块肉。为了治好谢芳的病，谢海华
找来一辆独轮土车，推着妻子四处求医，中西医看了个遍，
病情却丝毫未见好转。谢芳有时会灰心泄气，不忍拖累谢海
华，谢海华总是给予妻子最灿烂的笑容，鼓励她、开导她。

，谢芳面临子宫和卵巢切除手术，她要求放弃治疗。谢海华
抱着妻子，一句一句地安慰道：“一切都会好的，我会一直
陪着你，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坚持才有希望。”在丈夫的鼓
励下，谢芳继续治疗。

谢海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替妻子优先考虑。为了让妻子住
得舒服，他把家里的茅草土砖屋改建成简单的毛坯房，后又
建起了厨房和杂屋。

苦的时候，谢海华也躲在被子里哭过，但他从未后悔过自己
的选择。谢芳感激地对丈夫说：“我勇敢了一次，你却勇敢
了一生!”

11月，谢芳夫妇在政府安排下入住了敬老院。谢海华也在敬
老院当起了保安，家庭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观。抱着感恩的
心，谢海华利用当兵时学会的理发手艺，免费为敬老院老人
理发，还热心地做一些水暖、电工、勤杂、园艺等杂务。



感动中国人物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在安徽巢湖，150年未遇历史高水位的危急已经远去，20余万
名紧急转移的群众陆续返回家园。然而曾连续奋战96小时、
救出2600多人的安徽庐江消防救援大队教导员陈陆，却牺牲
在7月22日决堤的洪水之中，年仅36岁。

“他有双特别有力的手和沉稳洪亮的声音。”陈陆救出的当
地村民、孕妇解启霞泪流满面。

“陈陆朝我们吼过两句话：出发去救人时候喊‘我打头’，
他的领航艇遭遇漩涡时喊‘快掉头’。”合肥市蓝天救援队
队长苏琴说，是陈陆的大吼，救了其他十几名救援人员的命。

选择消防、扎根消防基层15年，陈陆在救援一线1次病危、2
次晕厥、8次负伤。但对陈陆来说，“火焰蓝”就是他心目中
英雄的制服颜色，“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就是他选择
成为的英雄模样。陈陆一片灼灼初心一直燃烧到了最后，只
为每个生命无恙。

感动中国人物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六

刘盛兰，男，91岁，山东省烟台市蚕庄镇柳杭村村民，"五
保"老人。

刘盛兰是位普通村民，年轻时在外打工，后来在一家企业作
保管员。73岁的时候，老伴去世，他成了孤寡老人。为了让
自己老了无力行动时，身边会有一个照顾他的人，他开始了
助学。这是老人的初衷。但后来，他助学的规模远远的超出
了自己的想像。

1998年，刘盛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时
起，73岁的他就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捐出去。而受捐助的学生，



也逐渐从周边几个地市"扩张"到全国各地。最多的时候，他
同时资助着50多名学生。

每天清早，刘盛兰起来弄点简单的`饭菜，就骑着自行车走村
串巷去了，直到捡回一大堆破烂。他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
一件新衣，"吝啬"的连一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可捐资助学总
计7万多元，资助了100多个学生。刘盛兰一直没进养老院，
这样能拿到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贴。这些钱他全部捐给了贫
困学生。

刘盛兰唯一珍藏的是一个深蓝色布袋，里面装满了汇款单和
回信。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也不记得汇出去多少钱、收了
多少封信。8月，因为肾病，刘盛兰住进了医院，但他仍然惦
记着捐资助学，担心汇款中断和没到位会断了孩子们的希望。
得知老人住院，很多受资助的孩子回来看望他，照顾他。

感动中国人物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七

她没有生儿育女，却是女子高中近500名学生和华坪儿童福利
院50多名，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十大女杰”等荣誉于
一身，多次受中央、省、市、县表彰，但是她没有骄傲自满，
始终视自己为一个平凡的人，把崇高的人生价值追求铭刻在
了平凡的工作岗位和繁琐的工作中。孤儿的“校园妈妈”、
她30年如一日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平凡事业中，爱岗敬业、无
私奉献。身患多种疾病却常常超负荷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克
服病痛的折磨，坚守三尺讲台。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尽
职尽责的精神，钻研学校教学和管理，身体力行，教学成绩
突出。

张桂梅同志是边疆民族贫困地区教师的优秀代表，她的事迹
平凡而伟大，思想朴实而闪光，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伟大的
时代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展现了新时期人民教师的
良好形象和共产党员的时代风采。



张桂梅同志的精神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了一名普通人民教师把对国家、
对人民的热爱之情具体落实到了自己的事业和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恪尽职守、呕心沥血、淡泊名利和执着追求。她不是
英雄，但是她用朴实、真实、感人的事迹赢得了人们对她的
敬重。她在以下几个方面所彰显的精神内涵，深刻地感动了
我。

用她的话说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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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她热爱党，热爱人民，更热爱
贫困山区的人民，为了办好女子高中，她锲而不舍，历尽艰
辛，但始终坚信，依靠共产党就能办成事，就能成就她的梦，
办一所女子高中的梦，让无数个贫穷的女孩子圆大学的梦，
她要通过培养女大学生来促进我们贫困山区脱贫，促进现代
文明建设，让孩子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改变人生。

她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奉
献给了人民，奉献给了她热爱的教育工作和学生。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怀着心系
群众、服务人民的公仆情怀，发扬锐意改革、勇于开拓的创
新精神，端正扎根基层、勤奋敬业的务实作风，踏踏实实的
做好自己的工作。

感动中国人物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八

20__年__月__日，在党支部的组织下，我观看学习了20__年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通过这些人物鲜明的人生轨迹、坚
定的人性品格、强大的内心力量，使我的内心受到了一次非
同凡响的震撼与冲击，正是这一系列人物的感人事迹，感动
了中国亿万人民，鞭策着我们的行为与道德准则。



这些振奋人心的名字，有隐姓埋名30年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
旭华;退休后__年坚持每天出诊的仁医胡佩兰;荣誉迟到28年
而一生不悔的湖北见义勇为好市民方俊明;35年前仆后继、追
逐科技梦想的“油菜花父子”沈克泉、沈昌健;守护开国将军
梦想，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革命老人龚全珍;年届90仍然坚
持拾荒助学的山东老人刘盛兰;努力改变乡村面貌的基层好干
部山西村官段爱平;悬崖边上的护梦人，西藏墨脱山区教师格
桑德吉;为报答战友深情，几十年守护天山筑路士兵墓园的老
兵陈俊贵;为子女筹学费，耗时3年绣出《清明上河图》的重
病母亲姚厚芝。

那些动人绚丽的颁奖词，就是他们一生的光辉写照。 “时代
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
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三十载赫赫而无名，
花甲年不弃使命。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
有无穷的力量。”“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医
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扈江离与
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你是仁医，是济世良药。”“纵身
一跃，却被命运撞得头破血流。在轮椅上度过青春，但你却
固执地相信善良，丝毫不悔。今天你不能起身，但我们知道，
你早已站立在所有人面前。”“父亲留恋那油菜花开的芬芳，
儿子就把他葬在不远的山上。三十年花开花谢，两代人春来
秋往，一家人不分昼夜，守护最微弱的希望。一粒种子，蕴
含着世代相传的梦想。”“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
的手，在人间写下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
旬的高龄俯视生命。一叠叠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
人都应该思考答案。”“山梁挡住了阳光，你用肩膀扛起乡
亲的盼望。村庄在渐渐丰满，你的身体却慢慢柔弱。庄稼，
总要把一切还给泥土。你贴工，贴钱，贴命，你还贴近百姓
的心。”“不想让乡亲的梦，跌落于悬崖。门巴的女儿执意
要回到家乡，坚守在雪山、河流之间。她用一颗心，脉动一
群人的心，用一点光，点亮山间更多的灯火。”“只为风雪
之夜一次生死相托，你守住誓言，为我们守住心灵的最后阵
地。洒一碗酒，那碗里是岁月峥嵘;敬一个礼，那是士兵最真



的`情义。雪下了又融，草黄了又青，你种在山顶的松，岿然
不动”“病压垮了身体，但不能摧毁母爱。草根母亲呕心沥
血，为孩子缝补梦想，而深厚的爱，更铺就孩子精神的未来。
请上天给你多一些时间，让你把美好的愿望，织进这春天的
图景。”“少年时寻见光，青年时寻见爱，暮年到来的时候，
你的心依然辽阔。一生追随革命、爱情和信仰，辗转于战场、
田野、课堂。人民的敬意，是你一生最美的勋章。”

这些人的职业不同，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有的在祖国
的科研事业呕心沥血，有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发挥余热，有
的用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去诠释生命的价值;有的用质朴的血
脉深情维系着人生的意义。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做生活的强者，用坚定的意志力战胜困境，用强大的内心力
量支撑生命，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心存感念，
拥有一种大爱的精神。在这种大爱的背后，饱含着一种深情，
那是对他人的深情厚谊，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是一种历
久弥新、亘古不变的坚实的民族品格。它是无形的，流淌在
中华民族亿万群众的血脉中;它又是有形的，因为，这些感动
中国的人物，乃至以他们为榜样，在社会各行各业坚守职责、
默默奉献的工作者，便是最为鲜活、最为生动的缩影。

我们被这些人物的先进事迹所深深触动，为他们用真情书写
的丰富人生而振奋，学习与感动的同时，更多的是要鞭策自
我，努力地向他们崇高的人格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境界靠拢，
不断地实践人生的价值，让我们向他们再一次致敬，并且无
悔地、自豪地成为他们这种崇高精神的传承人与发扬者。

感动中国人物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九

“吃苦一直是传家宝，奉献还是家常饭。”他们在用生
命“描绘”祖国万里河山，他们是——国测一大队。

“奉献还是家常饭。”国测一大队建队以来，有多少人牺牲



在工作岗位上？不论是茫茫的沙漠，还是寒风刺骨的高原，
他们总是冲在前头，誓死描绘祖国的壮美蓝图。例如吴昭璞，
面对缺水情况，他独自坚守在沙漠，只有漫天黄沙与他作伴。
他吃尽了牙膏，喝干了墨水，他1米7的身子干缩到不足4尺，
他将长眠于沙漠。他的青春从此淹没在黄沙中。假如时间能
倒流，我相信，他依然会选择这岗位；我坚信，狂沙埋没不
了他的意志，他的灵魂会永久徘徊在上空，指引一代又一代
的年轻探险家。

寒风吹不散他们的意志，他们甘于吃苦。几千米的高峰极度
严寒，为了操作方便，摘下羽绒手套，双手暴露在寒风中工
作近10分钟的任秀波；因工作劳累过度昏迷不醒，经过20多
天抢救才苏醒的郁期青。他甘愿吃苦，他甘愿奉献生命，他
是暴风雪中的逆行者，他是珠峰上空璀璨的明星。

56年来，他们上高山，下平川，走沙漠，踏雪山，足迹踏过
祖国千山万水：六闯“生命禁区”；24次进驻内蒙古草
原；28次大规模进入世界屋脊、深入西藏无人区；37次踏入
新疆腹地，徒步行程总计50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200
多圈。他们不畏困苦、不怕牺牲，用汗水乃至生命默默丈量
着祖国的壮美河山。

山河将会记住你们的功业；珠峰会为您们折腰；黄河会因为
你们改道；沙漠埋不住你们的意志！六十年付死生，你们是
天空中的启明星！但是当他们用生命换来数据时，我们却还
在床上看电视，还在碌碌无为。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己，继承
发扬他们的精神，少年当自强！

你们为国家苦行，你们的身影遍布全国各地。你们穿山跨海，
经天纬地，你们的精神，留在你们走过的地方，久久不会散
去。你们的名字也许会不被人所熟知，但是你们的精神一定
会被我们所铭记！



感动中国人物人物事迹心得体会篇十

今年95岁的老党员张富清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
战士，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先后荣立一等功
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获
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55年，张富清退役转业，主动
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
生。60多年来，张富清刻意尘封功绩，连儿女也不知
情。20__年底，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张富清的事迹被发
现，这段英雄往事重现在人们面前。

心有信仰，行有力量

这位90多岁的老人，历经风雨，遭受困厄，仍旧甘守清苦，
深藏功名，不矜不伐。

“共产党处处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为国家昌盛办事的。只有
跟着共产党，进一步受党的教育，使自己为党、为人民做点
工作。”

今年95岁的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张富清，这样讲述着自
己的入党初心。

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张富清舍生忘死，只要
部队一有突击任务，就报名参加。翻城墙、缴机枪、炸碉
堡……越是艰险，越要向前。敌人的子弹和弹片，掀起过他
的头皮，灼烧过他的腋下，撞碎过他的牙齿，但击不穿他为
人民求解放的信念。

在看不见硝烟的建设和改革年代，张富清公忠体国，响应组
织号召，脱下军装，收起奖章，直奔当时湖北最艰苦、最边
远的恩施来凤，一干就是三十年。

时局艰难时，他以身垂范，动员妻子下岗;忠孝两难全时，他



坚守岗位，没奔母丧成为毕生遗憾;改革开放时，他殚精竭虑，
破除陈规桎梏……在同事眼里，他勤劳肯干，任劳任怨，不
矜不伐。

或许在一般人看来，为国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忘
我工作、公私分明的老干部，应该好好歇一歇。

工作上离休了的张富清，在思想政治上没有离休。他时刻铭
记着自己老党员的身份。

当他认为自己不能再为国家贡献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少索取。
88岁截肢的他，拒绝在轮椅上被照料，靠着一条腿和假肢、
支架重新站了起来;白内障手术期间，明明可以给自己安一个
好的晶体，他却选了最便宜的一款。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
有先锋。张富清的伟岸，不止在少年从戎时屡立战功，也在
中年转业后恪尽职守，还在晚年离休间奋进不息。

张富清曾说，战场上决定胜败的关键是信仰和意志。

的确，在人生的征途上，因为信仰，他也一往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