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育楷模张玉滚英雄事迹 时代楷
模吴蓉瑾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教育楷模张玉滚英雄事迹篇一

鲁迅先生说，“教育是植根于爱的”。爱是教育的灵魂，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热爱学生是教师厚重的职业底色。师者，
原本就闪耀着一种叫“无私”的光芒。教育是一项爱的事业，
育人是爱心的传递。好老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
通过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
爱心是学生打开知识之门、启迪心智的开始，爱心能够滋润
浇开学生美丽的心灵之花。好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应该
是充满爱心和信任的'，应该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
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
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成功的
喜悦。好老师应该懂得，选择当老师就选择了责任，就要尽
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体现到平凡、
普通、细微的教学管理之中。老师责任心有多大，人生舞台
就有多大。从而达到：心灵与心灵的沟通、灵魂与灵魂的交
融、人格与人格的对话，离不开仁爱之心。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
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作
为教师队伍的一份子，让我们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
育事业，努力研习、自觉躬行，将新时代“四有”好教师的
标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当好“梦之队”的筑梦人，以
赤诚与智慧谱育人华章！



教育楷模张玉滚英雄事迹篇二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蓉瑾每天到校时都会给
清晨的校园拍照，入夜时再拍一张学校的走廊。她将这些照
片配上“爱的学校”“爱的走廊长又长”等文字，发在微信
朋友圈，表达对学生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爱。

在27年的教学生涯里，她以春风化雨般的关爱，滋润学生的
心灵之花，当好青少年“拔节孕穗期”的耕耘者，用真情守
护他们的身心健康;她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空间，是主动适应数字时代教
育改革实践的先锋人物;她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宗旨，在
全国率先组建小学生红色讲解员社团，16年来培养千余名小
讲解员，以童音讲故事，让“红色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
根，让爱党爱国的校园文化蔚然成风。她一路走来的足迹，
映照出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育人初心。

“以情育情”，培养孩子健全人格、健康德性和丰富情感

在同事、学生、家长的口中，吴蓉瑾有着不同的称号。在同
事心中，她是大爱无疆的“种子教师”;在学生心中，她是能
认出全校上千名学生并准确叫出每个人名字的“云朵妈妈”;
在家长心中，她是手机24小时在线的“秒回校长”。

当初作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一名年轻班主任，吴蓉瑾率先在
学校里开设情感教育课，“以情育情”，目标是摆脱片面追
求智能发展的教育，培养孩子健全人格、健康德性和丰富情
感。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步该往哪走?吴蓉瑾想到曾给
孩子们布置作文写“一件难忘的事”，当时班里大多数学生
写的都是“捡手表”“陪盲人过马路”等，怎样才能让孩子
真正“我手写我心”?她尝试让学生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阴
晴雨雪”，在被称作“晴雨表”的随笔簿上，学生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老师不给评分，只写批复。批复不是简单的一
个“阅”字，细细密密的红字传递着吴蓉瑾与学生的情感沟
通——“今天为什么折手工纸呀?老师十分支持!”“宝宝今
天做了一件错事，但你在‘晴雨表’里告诉了我，老师很欣
慰。”……孩子们一天天写，吴蓉瑾一篇篇回，在有来有往
的交互中，学生们渐渐打开了心扉。

从帮助学生宣泄情绪，到积极情感引导，再到培养人格，吴
蓉瑾的情感教育课已开设了17年。每周她都利用15分钟时间，
坚持给学生上情感教育课，并写下了几千篇案例以及两本研
究专著。

教育楷模张玉滚英雄事迹篇三

20__年高考录取结果出来后，张桂梅不断收到学生发来的喜
讯，又一批大山里的女孩子考上大学了。

12年来，她全力推动发展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
中——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已经有1800多名
大山里的女孩从这所学校走出，走进大学，走向她们更广阔
的人生。半生坎坷半生贡献，张桂梅坚守滇西贫困地区40多
年，把“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带进大山，她坚信，帮助一
个女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9月4日，张桂梅当选20__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她谦虚地说：
“我个人获得的荣誉，是由后面无数的无名英雄支撑的，荣
誉是全县人民的。”

“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就要说‘同学们，请坐’”

1957年，张桂梅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个满族家庭。17
岁那年，她随支援边疆建设的姐姐来到云南，后来同丈夫一



起在大理喜洲镇一中工作，那是她人生中最平和喜乐的一段
时光。

幸福的日子很短暂，1996年，丈夫患胃癌去世，这个打击几
乎使张桂梅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一年后，她决定离开令她触
景生情、睹物思人的地方。华坪——这座小县城接纳了她。

张桂梅先是在华坪中心中学任教。正当她全身心投入工作以
抚平心中的伤痛时，厄运再次降临。

1997年4月，她感觉腹部疼痛，肚子也越来越大，像怀上了5
个月的娃娃。到医院检查发现：肿瘤，需要手术。

“老天怎么就对我这样不公平?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
夫，难道还不允许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吗?”张桂梅整整哭了
一夜，但哭过以后，她决定，这病先不治了——马上要中考
的学生更重要。

第二天，她一边吃止痛药，一边像常人一样工作，直到3个多
月后把学生送进了中考考场，才向学校说明病情，住院切除
了重达两公斤的肿瘤。

常人无法想象她是怎样熬过疼痛这一关的——她腹腔的器官
全都移位，肠子粘连贴在了子宫后壁上。医生要求张桂梅休
息调养半年后才能工作，但术后24天，她就匆匆赶回华坪，
来到新成立的民族中学任教。

不幸的是，不久后，她未痊愈的身体再次出现病症，肿瘤以
极快的速度生长。学生们知道老师的病情后，哭着说：“是
我们把你累病的。”而张桂梅心里清楚，是学生一直支撑着
她站在讲台上，给了她生命的火光，“只要还有一口气，我
就要说‘同学们，请坐’。”

1998年7月，直到把民族中学的又一批学生送往中考考场，她



才去做了第二次手术。

“桂子飘香，梅花御寒。

祝妈妈生日快乐!”

到民族中学工作，张桂梅要面对的大多数是傈僳族、彝族等
少数民族学生。学生们来自大山，家庭贫困，文化基础差、
生活习惯不好。

20__年，张桂梅接手过一个特殊的班级。这个班班风较差，
有的学生转走了，有的学生回家不读书了，有些男孩子晚上
还在网吧过夜，老师们都对这个班没有信心。临近中考时，
学校安排张桂梅接这个班的语文和政治课，并担任班主任。

为了能管住那些半夜跑出去玩游戏机的男生，张桂梅采取了
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行李搬进男生宿舍，和32个男生住
在一起。

早上6点，她叫孩子们起床做早操;晚上，她检查女生宿舍后
又来到男生宿舍，一张床一张床地查点人数，清点够了才躺
下;然后和男生们用轻松的语气聊聊白天的事;时间差不多了，
她就说声：“睡觉!”一段时间下来，这些男生说，就像在家
里一样，有个妈妈和我们住在一起。

她的辛劳没有白费，中考时，22名学生考到500分以上，这么
好的成绩没有人敢想象。

因为营养跟不上，山里的孩子经常生病。张桂梅就每个月轮
流带着学生出去改善生活，而她自己每顿饭仅吃一份小菜。

一名女生考上了高中，因为家中一贫如洗，她一年后不得不
辍学打工。张桂梅知道后四处打听她的下落，最终找到她，
让她回校复读。在张桂梅的鼓励、帮助下，这名女生最终考



取了一所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到华坪县通达乡中学
任教。她说，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份工作，就是因为张桂梅，
自己要做一名像张桂梅一样的老师。

张桂梅爱学生并不需要任何回报。在她看来，她得到的比世
上任何人都多。有一天，她同以往一样匆匆忙忙地赶到学校
上课，发现教室讲桌上摆放了两个大蛋糕，只听全班学生齐
声喊道：“祝张老师生日快乐!”许多教过的学生也来祝贺她
的生日，并送上一张自制的贺卡，上面工整地写着：“桂子
飘香，梅花御寒。祝妈妈生日快乐!”

一生无儿无女的张桂梅，成为许多学生的“妈妈”。“我感
到幸福极了。”张桂梅说。

“为了她们走出大山

吃什么苦我都愿意”

在民族中学工作的时候，张桂梅就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女
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有的被叫回去干农活、打工，有的
是父母收了彩礼，就让孩子辍学结婚。”张桂梅心痛地意识
到，有些大山里的女孩连站在教育公平起跑线上的机会都没
有。

“有知识、有文化、有责任感的母亲，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辍学的，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世世代代窝在大山之中，代代
贫困下去。所以我就想让山里的女孩子受教育，让她们全免
费上高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要让更多贫困山区和少数民
族地区的孩子走出大山，通过知识改变她们的命运。”20__
年，张桂梅决定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并为这个在别人看
来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四处奔走。

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张桂梅放下了全部自尊。从20__年起，
她每年假期都跑去昆明募捐。她把自己获得的各种荣誉复印



了一大摞，在街上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

“为了她们走出大山，吃什么苦我都愿意。”执着的张桂梅
没有放弃，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被骂骗子，被吐
口水，被放狗咬……5年下来，她只筹集到了一万多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
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在20__年8月建成了。这是一所没有录取
分数线，只要初中毕业、只要愿意读高中、只要是贫困家庭
的女孩子，学校都无条件接收，全免费就读。

当年9月1日，100名来自周边地区的女孩子成为女子高中首批
学生。

那一束光照亮了更多的人

华坪女高成立以来，张桂梅每天都会拿着小喇叭催促学生上
课、吃饭、自习、做操。学生们跑步去晨读、跑步去吃饭、
跑步去睡觉……每一件事情都被张桂梅严格限制在规定时间
内，学生们开玩笑私下叫她“周扒皮”。

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严峻。学生来自大山，学习基础差，
理解能力也不强，教学难度很大。刚开始的几届学生，有些
连中考录取分数线都没有过。

在张桂梅和同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
的硬件条件不断改善，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建
校12年毕业10届学生，上线率和升学率都是百分之百，综合
排名始终保持全市第一，社会认同度不断提高。1800多名贫
困女孩在这里放飞了梦想、走进了大学，成就了大山里
的“教育奇迹”。

人们都说，这所学校“低进高出”的背后，离不开学生的苦
读、教师的苦教，更离不开张桂梅不顾生死的奋斗。



这些年来，张桂梅将自己的工资、各级政府发给她的奖金，
甚至是大家筹集给她看病的钱全部捐给了华坪贫困山区的教
育和社会事业，累计有上百万元。她个人没有任何财产，现
在还住在女子高中的学生宿舍。但她却说：“我什么都有，
我心里有学校、有千千万万个孩子。”

张桂梅就像一束光，一束帮助大山女孩改变人生的希望之光，
一束托起无数家庭和学生“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之光。她
无私的大爱，也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和一届届学生。

来自张桂梅的爱，在华坪女高延续着。

教育楷模张玉滚英雄事迹篇四

上任伊始，吴蓉瑾就带领着老师们开始构建“以情育情”的
情感教育体系，将情感教育融入德育、美育、劳育等各个方
面，完善学生人格，让孩子们学会表达、学会爱。

作为第一个开设情感教育课程的老师，她从帮助学生宣泄情
绪，到引导积极情感，再到培养人格，这一干就是17年。每
周她都利用十五分钟的时间，坚持给学生上情感教育课，开
设上百节情感教育示范课，几千篇案例以及2本研究专著，情
感教育课程更是惠及学生10万人次……她为孩子搭建起了心
灵交流的桥梁。情感教育从课程起步，逐步延伸到学校管理、
队伍建设、教学研究、后勤保障，成为了卢一的办学特色，
如今，学校已经建立了一套很完善的情感教育课的框架，情
感教育的内涵，也逐渐渗透各个学科之中。

每天清晨她都会站在校门口迎接着孩子们的到来，互道一
声“早上好”，与孩子们一同开启崭新的一天;在她的推动下，
学校成为了上海市第一所“推迟上课一刻钟”学校，切实保
障了孩子们的睡眠时间;为了增强孩子们的体质，她跑遍了学
校周边的体育场馆、活动中心等，开设了四十多项运动课程;
每当学生毕业时，她还会给孩子们送上一张小卡片，上面留



有她的微信号，“有困难找‘云朵妈妈’，任何烦恼都可
以”。努力让每一个孩子身心健康、幸福成长，是吴蓉瑾最
大的心愿。

她努力将每一个点子、每一个举措都落到实处，着力打造一
所爱的学校，培养新时代有温度的少年。她常说：“每个孩
子身上都有一个‘穴道’，这个‘穴道’可能是孩子的特长，
也可能是他的兴趣点，还可能是他身上的某种特质。点到这个
‘穴道’，孩子的潜能就被激发出来了，对孩子的教育就能
切中要害，事半功倍。”

除了在校的孩子们，即使已经毕业的卢一学子，甚至不少并
非卢一中心的学生家长也经常会慕名找到她寻求爱的帮助，
尽管这占据了她很多非工作时间，但是她都非常乐意。她说：
“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和重视，在他们遇到困难
的时候及时提供帮助，给与情感的温暖。让他们能积极面对
学习、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成为适应社会，身心健康、
具有幸福能力的人。”

教育楷模张玉滚英雄事迹篇五

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表示，吴蓉瑾16年如一日地打
造“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让卢湾一中心小学一级又一级
的学生在红色文化中成长。她是生长在党的诞生地、中国共
产党精神家园旁边的“屋里厢”楷模。这样的榜样十分真实
亲切，看得见，摸得着，找得到。

用生命承载教育，用平凡演绎伟大。黄浦区教育党工委副书
记、区教育局局长姚晓红认为，吴蓉瑾是践行“用爱润心”
的筑梦人，当前，黄浦正全力建设教育改革引领区、创新教
育先行区和教育发展精品区，黄浦教育系统将深入开展“学
习时代楷模，争做‘四有’教师”的主题学习活动，弘扬高
尚师德。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沈炜表示，中宣传部授予上海市黄
浦区卢湾一中心校长吴蓉瑾“时代楷模”光荣称号，这是对
她扎根基础教育、潜心教书育人、真情呵护孩子们身心健康
和全面发展的巨大褒扬，也是对全市32万余名教职员工的有
力鞭策。上海教育系统一定要大力宣传吴蓉瑾视学生如亲子
的大爱情怀，教育引导全市教师向“时代楷模”学习，把理
想践行在学校教育岗位上，把信仰落实到课堂教学中，把桃
李满天下作为人生最大荣耀，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人生
最大幸福，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个时代交给学校和教师的根本命题，培养好全面发展、
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王平认为，吴蓉瑾
获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殊荣，这不仅是吴蓉瑾个人荣耀，
也是上海教育系统的荣光。上海一定要以全面落实教育“十
四五”规划和启动实施教育综合改革国家示范区建设为契机，
坚持把打造一支“四有”好教师队伍作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关键环节，把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名学生、成就每一
名教师作为办学的价值追求，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
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作为核心任务，把为教师创造人文化的
教学工作环境、人情味的校园生活氛围作为重中之重，不断
提高教师地位待遇，持续健全教师荣誉体系，让教师成为令
人羡慕的职业，集聚优秀人才培养更优秀的未来人才，夯实
教育发展基础和城市长远发展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