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事迹材料心得体会 学习英模事迹
个人心得体会(实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
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事迹材料心得体会篇一

阳春三月，花红柳绿的时节，万物复苏，祖国大地呈现出生
机勃勃的美丽景象，叶尔羌河畔的第三师其盖麦旦监狱正在
如火如荼的开展民警队伍教育整顿暨监狱综合治理工作，为
了认真开展好英模教育，充分发挥英模示范引领作用，为了
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岗位的特殊性和肩负的使命感。
2021年3月25日，通过支部组织的集中学习政法英模亚克西”
警官---唐飞先进事迹，让我感触颇深，受益匪浅，英模的先
进事迹中，让我看到一个热爱祖国、爱岗敬业、积极进取、
乐于奉献的人。

我们学习唐飞警官身上那种对党忠诚---哪里需要就到哪里，
他在新入警面对沙漠、戈壁，他没有退缩，因为他是一名共
产党员，他把党的事业放在了位置，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
共产党员的本色体现到了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我们学习唐飞警官身上那种信念坚定---尽职尽责的政治品格，
他把大事小事详细写在笔记本上，记在心里，把群众的所有
事情都放在第一位，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

我们学习唐飞警官身上情系百姓---把群众当亲人，为了与维
吾尔族群众搭建沟通桥梁，他刻苦钻研、锐意进取，用兵团
人身上特有的拼劲，攻克了语言交流障碍，与当地群众，融
入一起，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我们学习唐飞警官身上爱岗敬业---默默坚守平安，学习他爱
岗敬业、格尽职守的职业精神，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
绩。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过：人是应该要有一种精神。这话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英雄模范们做到了，他们对党忠诚、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发扬、去
传承，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我一定时刻向英模看齐，不断改进
自身工作，加倍努力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在训词
中提出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
要求，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将学习成果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认真履职尽责、扎实工作，忠实履行好党和人民
赋予的职责使命，以优异成绩接建党100周年。

事迹材料心得体会篇二

1942年初秋，袁隆平从重庆市龙门浩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
级中学。

在学习中，袁隆平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

一节数学课上，讲“有理数”这一章。老师讲了一条乘法的
重要法则：同号相乘的数取“+”号，并把绝对值相乘。老师
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说，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负数乘负
数也得正数。”

袁隆平边听边想，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这好理解；负数乘负
数也得正数，这是为什么呢?于是就发问：“老师，负数乘负
数，为什么得正数?”袁隆平尽管没有从老师的回答中得到满
意的答案，但却使他对这些抽象难懂的概念产生了兴趣，增
强了逻辑思维能力。

有一次，老师讲到一个世界难题：一角不能三等分。袁隆平



觉得不好理解，他认为一个角应该可以三等分，比如一个90
度的直角，分成各30度，不是分得规规矩矩的吗?但是老师说，
这样分不对，就是不能三等分。

为什么一角不能三等分呢?袁隆平感到里面肯定有道理可讲。
他自己想不出来，老师又没有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他的心
中留下了一个大疙瘩。

这些留在心中的疑惑，实际上是袁隆平思维发展和心灵成长
的标志。他开始对抽象的概念发生兴趣，开动脑筋进行思索，
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br/>

事迹材料心得体会篇三

学习张桂梅同志先进事迹心得体会正文：学习张桂梅同志先
进事迹心得体会我们学校这段时间组织学习了张桂梅同志的
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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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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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战斗在一线的教师，我觉得
和她相比较我深感惭愧，学习了张桂梅老师的事迹后，我决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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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培养一批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事迹材料心得体会篇四

1942年初秋，袁隆平从重庆市龙门浩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
级中学。

在学习中，袁隆平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

一节数学课上，讲“有理数”这一章。老师讲了一条乘法的
重要法则：同号相乘的数取“+”号，并把绝对值相乘。老师
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说，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负数乘负
数也得正数。”

袁隆平边听边想，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这好理解;负数乘负数
也得正数，这是为什么呢?于是就发问：“老师，负数乘负数，
为什么得正数?”袁隆平尽管没有从老师的回答中得到满意的
答案，但却使他对这些抽象难懂的概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
逻辑思维能力。

有一次，老师讲到一个世界难题：一角不能三等分。袁隆平



觉得不好理解，他认为一个角应该可以三等分，比如一个90
度的直角，分成各30度，不是分得规规矩矩的吗?但是老师说，
这样分不对，就是不能三等分。

为什么一角不能三等分呢?袁隆平感到里面肯定有道理可讲。
他自己想不出来，老师又没有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他的心
中留下了一个大疙瘩。

这些留在心中的疑惑，实际上是袁隆平思维发展和心灵成长
的标志。他开始对抽象的概念发生兴趣，开动脑筋进行思索，
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事迹材料心得体会篇五

总有一段历史，让人砥砺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
面;总有一种精神，长留人间不朽!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头顶国徽肩扛天平，为社会安宁定分止
争，为公平正义鞠躬尽瘁，为司法为民死而后已，他们是中
国法治大厦的基石，他们便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官。社会不断发展，新矛盾纠纷
出现的频次增多，法官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许多法官为了
自己的信念，为了肩上的责任，为了心中的天平，为了社会
的安宁，选择了“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沙
市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原庭长杨军便作了这样的选择。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杨军是沙市区法院
办理刑事案件公认的主力军，在全市基层法院，他的年办案
量也是第一名。司法责任制改革后，他成为刑事审判庭的员
额法官，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但既然选择了当法官，
便把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做好，把人民交给的每一件事情办
好，这是他的信念。于是上班时间不放过空隙抓紧干，白天
干不完晚上接着干。在法官助理肖婷的眼中，庭长就没有慢
下来过，不是在开庭，就是在奔去公安部门、检察机关的路



上，其他时间一刻不放过就趴在办公桌前研究卷宗，撰写判
决书。一幕一个节点，映照着他二十多年审判的模样，也映
照出了他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既然选择了法官这
一职业，那么便只顾风雨兼程。在法官这一岗位上，一晃便
是无数个春秋。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杨军为了心中的信念与
肩上的责任大踏步向前，从未犹豫徘徊过。但正如也已为审
判事业献身的邹碧华法官所说：“每个人都是历史，如果每
个人能让自己完美一点，历史也会完美一点。”杨军始终在
寻找那个的自己，把的自己奉献给了事业，奉献给了人民，
奉献给了国家。虽然杨军同志已在尘世化作烟尘，但是却给
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无数像杨军同志一样的法院英烈完成
了自己作为法院人的使命，走好了他们那一代的长征路。而
新征程，新使命需要新时代的我们共同去完成。如何完成?当
以法院英烈之精神，中流砥柱之责任绘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