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大全6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升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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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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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高中成立之初的困难，是张桂梅始料不及的。山区条件
艰苦，再加上张桂梅对工作要求严格，很多年轻教师难以适
应。建校才半年，17名教师中有9名辞职，教学工作近乎瘫痪。

焦虑、沮丧的情绪包围了张桂梅。在留下来的8名教师中，
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把6名党员教师集中起来，重温了
入党誓词，诵读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篇章。
有的教师眼里泛起泪花，他们被张桂梅的无私打动，他们要
和张桂梅一起，把女子高中办好，把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

留住了教师，还要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张桂梅最重要的工作。
很多学生的家在偏远山区，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到达，但张
桂梅要求自己“要亲自到每一个学生的家里去看看”。

张桂梅也害怕。一次，她坐乡政府工作人员的摩托车上
山，“不敢低头，摩托车稍微歪一点，就会跌下悬崖粉身碎
骨”。11年来，张桂梅在大山里走了近12万公里，对1345名



学生进行了家访。家访途中，她摔断过肋骨、发过高烧、迷
过路，还曾因身体虚弱晕倒在路上。

为了把儿童之家和女子高中顺利办下去，张桂梅不得不四处
筹款，但这条路同样艰难。

一次，张桂梅到昆明某企业寻求帮助，未等她把话说完，企
业领导就叫保安赶她走。张桂梅不走，保安就放狗出来追咬，
小脑萎缩的她不能很好地保持平衡，衣服被狗撕破，脚上鲜
血直流。无助的张桂梅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还有一次，她在街头募捐，被人认为是骗子，有人还朝她脸
上吐口水。离开人群后，疲惫、伤心、无助的她坐在街头靠
着墙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万家灯火。

后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邀请她到北京录制了一期节目，这
期节目为她募到了100多万元。

然而，没人知道，她才到北京就接到哥哥病危的电话，哥哥
想在弥留之际见见离家几十年的妹妹。张桂梅思前想后，最
终决定去录制节目。她怕错过时间人家就不让她上节目了，
她怕不上节目就会失去筹款的机会。等她录完节目，哥哥已
经过世。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1995年以后，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只身来到丽江华坪。初
来乍到，她便放弃了进入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的机会，而是
选择了中心中学，承担了4个毕业班的政治教学工作，毕业班
的女生工作，此外还协助学校搞文艺工作。在工作中，她尽
职尽责，奉献了所有精力。

1997年8月，民中分设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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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学生学
习、管学生日常都亲历亲为，一步步推动着教育工作的发展。
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断涌现。

1999年2月，华坪县教育局党委和中共华坪县委分别发出通知；
号召全县教职工和全县人民向她学习，县委还授予她"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并奖给她1000元，
但张桂梅把1000元奖金当场就捐给了县慈善机构。

说到慈善，张桂梅这一生几乎都与慈善事业挂钩。在民中的
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张桂梅意识到，提高山区女孩的素
质，至少可以改变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筹建一所免费
女子高中的想法，从2002年起她便开始为这个“不切实际”
的梦想四处奔波。

2007年，张桂梅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张桂梅和她筹建免
费女高的想法逐渐被更多人知道。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
万元，帮助张桂梅办校。2008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

张桂梅表示，学校能办起来并走到今天，离不开党和政府作
坚强后盾。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
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教学楼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捐
款人姓名。大家的关心和帮助，她都记在心里。

为了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很重要的工作。办校10多年来，张
桂梅走了11万公里家访路，走进1300多名学生家中。山区偏
远、山路艰辛，很多学生的家只能靠步行达到，连爬山过去
都得好几个小时。

在她的带动下，10多年来，华坪女高以自身独有的特色和坚
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发展成长。张桂梅也非常注重新材视角，
不断摸索出贫困山区学生教育的规律；把育人当作教育的前
提和目标，走到学生心里；她通过家访了解孩子的家庭，竭
力改变教育背后的贫困。“山里的学生太穷太苦了，又那么



善良懂事，我想帮帮她们。”正是秉承着一颗仁爱之心，张
桂梅“让教育走得更深更远”。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张桂梅的事迹感动每个人,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家
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这个活着的榜样，她顽强拼搏、不屈
不挠、无私奉献、善良慈爱、她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业、慈
善事业的精神让我们钦佩。“俯首甘为儒子牛”是鲁迅先生
的写照也是张桂梅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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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张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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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和许多人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幸运没有垂青她，
不幸之神却与她如影随行：花季年华丧失母亲，青春年华痛
失丈夫，两次肿瘤手术，癌细胞转移到肝脏。磨难面前她勇
敢的挺直了身子。磨难没有使她消沉，病魔没有使她倒下。
她紧紧抓住有限的生命，在讲台上认真教学;在课外，认真辅
导学生。几次晕倒讲台上，领导要她住院治疗，她放下学生，
总是还不到出院就偷偷回学校上课。就是这样柔弱的身躯，



她还毅然出任孤儿院院长。是什么力量支撑她如此做呢?张老
师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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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
师的生命价值观非常清晰。

我们学习她，首先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作为一个党员，张
老师放弃了进条件好的学校任教的机会，选择了条件较差的
学校，一身病痛的张老师教学上几十年兢兢业业，承担学校
毕业班的教学工作，女生工作，妇女工作，语文教研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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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那是大约20年前的一天。山路边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她手里拿着镰刀，身边放着一个破草筐，呆呆地望着另一座
山头。张桂梅看见了，走过去问她：“你怎么了？”女孩回
答：“我想读书，但是家里没钱，给我订婚了，收了彩礼要
让我嫁人。”张桂梅找到女孩的父母试着劝返，说：“你们
只要把孩子交给我就行，学费生活费都不用你们管了。”可
即使这样，女孩的母亲仍坚决不同意孩子回校读书，甚至以
死相逼。张桂梅无奈，只好把女孩留了下来。

怎么样才能救救这样的女孩子呢？这个难题久久萦绕在张桂
梅心头。

当时的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出了名的“好老师”，还兼任
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是数十名孤儿的
“妈妈”。

当老师，张桂梅发现“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们不
读书的理由多种多样：为了给弟弟交学费，姐姐被父母勒令



退学回家干农活或外出打工；因为收了彩礼，十几岁的小姑
娘也要准备嫁人了。当“妈妈”后，张桂梅又了解到儿童之
家孩子们的身世，他们的母亲有的因杀死家暴的丈夫而获刑，
有的因落后错误的分娩观念而死亡，留下孤苦无助的孩子。

为了这个“疯狂”的梦想，她开始四处奔走筹款，风吹雨淋，
被冷落，被唾骂，却只筹得一两万元。直到2007年，张桂梅
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赴京参会期间，一篇题为《“我有一
个梦想”》的采访报道让更多人理解了张桂梅的女高梦。

2008年，在中央和各级政府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
子高中。

华坪女高首届共招生100人。她们大都来自山区，多数没有达
到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还有一些孤儿残疾学生单亲家庭学
生父母残疾的学生和下岗职工子女。但只要是女孩，只要还
想上学，华坪女高都向她们敞开怀抱。三年后，她们中有96
人坚持到最后参加高考，全部考上了大学。自2011年有首届
毕业生以来，学校综合排名连续10年位列丽江市一区四县榜
首。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对此，为保障新招收100名学生的安全，张桂梅便带着全校的
女老师和学生一起走进了教室，利用桌椅晚上搭成简易“宿
舍”，白天教学，晚上休息。同时，又安排学校里的男老师
在教学楼的楼梯间搭起“木板床”，轮流值守校园安全工作，
全体教师为学生筑起了安全保障第一关。

当张桂梅决心要创办女子高中之时，便知其一路坎坷，在这
样的环境里，全校仅有的17名教职员工中有9名相继辞职离开，
100名学生有6名提出转学，这些情况让创办女子高中初期本
就步履维艰的张桂梅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即使遇到再多的挫折，她也没有放弃建立女子中学的
决心。

2008年9月，在张桂梅老师的不懈努力下，在各级党委、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下，全国惟一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
中——华坪女子中学终于顺利成立。

时代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六

20__年6月25日，炎陵县迎来第三十任县委书记黄诗燕。

从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派下来，别人说他是“镀金”，
黄诗燕却不理会。骄阳似火，他戴上一顶草帽就下乡了。

山路泥泞，60多公里山路，车走了3个多小时，到了离县城最
远的策源乡梨树洲村，这里地处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是当
时全株洲唯一的“无电村”。村干部诉苦：全村25户80余人，
年人均纯收入仅1000余元。

山多地少，出路在哪?黄诗燕提出，农业发展重点抓好生态特
色产业;用好生态山水自然资源，发展全域旅游;以特色种养
产业和旅游产业推动精准扶贫。

在村里调研，黄诗燕看到不少老乡家里种了黄桃，但经济效
益却不好。学农出身的黄诗燕发现，这里海拔高、气温低、
空气湿、多沙土，种农作物十种九不收，长出来的黄桃却很
甜。

在黄诗燕倡议下，炎陵县成立了黄桃产业办、黄桃协会。
从20__年开始，县里组织的有关黄桃大大小小的活动，黄诗
燕不知参加了多少场。黄桃大会，主动站台;江浙推销，主动
带队。他提议将当地黄桃统一定名为“炎陵黄桃”，并申请
国家地理标识产品，打响了品牌。



终于，黄桃从炎陵的深山沟，走向全国各地。目前，当地种
植8万多亩，20__年产值11亿元，黄桃有关收入占全县农民农
林牧渔业收入的40%;近六成贫困人口靠种植黄桃实现稳定脱
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