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感动中国候选人王娅事迹观后心得
感动中国候选人周秀芳事迹观后心得(优

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感动中国候选人王娅事迹观后心得篇一

在这座以“奉献”为主题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每一位遗体捐
赠者的名字。今年，这座纪念碑上又多了一个人，她就是王
娅。

天津医科大学 学生辅导员 郭琳:今天是王老师离开我们的
第33天，我想每每提到她的名字，我们总会想起那两组数字，
孑然一身的她和长期资助的7名学子，(和捐赠)的一百万房产。

王娅的徒弟赵颖也赶来参加缅怀仪式，1991年赵颖刚参加工
作时，就是王娅手把手地带她。20多年来，两人在工作中是
师徒，在生活中是朋友。这次缅怀仪式，王娅资助过的寒门
学子也特地从甘肃赶来参加。为了迎接孩子们，赵颖早就为
师父打理好了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这间70多平米的房子就是王娅的遗物，也是她送给孩子们最
后的一份礼物。

在客厅的书柜里，一直放着被王娅当作宝贝的东西。

亲密的关系，让师徒二人无话不谈，听说师傅经常会捐款资
助学生上学，赵颖也跟着一起做了起来。



王娅生前是国网天津电力检修公司的一名普通女工，月工资
从来没超过4000块钱。为了帮助寒门学子，她的生活十分俭
朴。客厅里，有一个特别的物件，是王娅生前为了省钱而自
制的输液架。

面对寒门学子慷慨解囊，对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苛刻，这曾一
度让赵颖不能理解师傅。

王娅徒弟 赵颖:都是说保证我自己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我
有能力我把多余的钱捐出去，王师傅不是这样，就是到一种
很抠门的那种状态，然后把大部分的钱都捐出去了，真不理
解。

王娅生前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她资助的这些孩子们家里
看一看。前不久，赵颖和助学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甘
肃灵台，这一趟，她就是为了完成师父的遗愿。

家住蒲窝乡郑家洼村的叶福寿，是王娅曾资助过的孩子，现
在是灵台一中高一的学生，全家的收入全靠母亲一人。赵颖
来到叶福寿的家，看到屋里的一面墙都贴满了奖状。

而在大山里的另一边，王娅撒下的种子同样也在生根发芽。

正在读高三的练盼盼，也是王娅资助的学生之一。这些孩子
虽然生活贫困，但却品学兼优。从1989年开始，王娅一直在
坚持捐资助学。每年每个学生20xx块钱的资助也许不多，
但30年的坚持却很难。几天时间，赵颖走遍了山里的角角落
落，似乎也理解了师傅对自己的“苛刻”。

对赵颖来说，她也在思考着，这样的资助对一个孩子来说能
有多大作用。这几年脱贫攻坚，山村已经变化很大。自己能
帮孩子的也许不多，但她却想像师父王娅一样，把捐资助学
一直做下去。



和赵颖一样，被王娅故事感动的人还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了王娅生前所在的助学基金会，传递着王娅的这份善
良。

王娅生前所在单位也发起了“电网之光、王娅爱心”志愿项
目，现在已经筹集150万元助学基金，准备先分三年资助甘肃
灵台的寒门学子，赵颖已经加入其中。

亲爱的王奶奶您好……您奉献了他人，却燃烧了自己……您
用行动证明爱与善良永存人间……有了您的相伴，我前行的
道路更加宽广……我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王奶奶，我会
像您一样，成为一个温暖的人。

感动中国候选人王娅事迹观后心得篇二

9月7日上午，马鞍山市首位全国道德模范叶连平载誉回到和
县乌江镇卜陈村，副县长王竹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前来迎接，
并送上鲜花表示祝贺。

回到家乡的叶连平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来到了“留守儿童之家”，

在这间教室里，

他和大家分享了

此次去北京领奖过程中的所见所感。

叶连平表示，

这次北京之行让他收获颇丰，

近距离接触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道德模范，



深刻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

全国道德模范叶连平：

“我的收获可以说是空腹而去，满载而归，我能看到，我能
听到，而且我跟他们直接面对面，表示了我对他们的崇敬，
那个盛大的会议，从上到下，大家都感觉到受益匪浅。”

感动中国候选人王娅事迹观后心得篇三

20xx年5月，市看守所前后共收押十几名凉山籍人员，他们普
遍文化程度低，最高的读到初中二年级，有5人是连自己的名
字都不会写的纯文盲。毛卓云为此专门购置了纸笔，自制了
识字卡片，把监室变成了教室。

开班一段时间后，班里不识字的“付同学”学会了写作
文：“毛警官的话犹如清风一样，驱走了我心中的阴霾，像
雨露一样滋润着我干枯的心田……”

在押人员陈某在擦床板时不小心木屑扎进了手指，疼痛不已，
居然哭了起来。

毛卓云了解情况后，便拿了胶带，想用胶带把木刺粘出来，
但没效果，费劲周折终于将木刺拔出来了，流了不少血。毛
卓云用酒精棉球帮他止住了血，陈某看看没事了，开心地笑
了起来，说了一句“谢谢，毛爸爸!”毛卓云当时还没反应过
来，自己咋成了“爸爸”，事后一想，可能是他缺少关爱的
原因吧。

即便离开了看守所，在押人员也愿意和毛卓云保持联
系，“毛管教说了，有困难随时找他”。

毛卓云曾经管教过的一名在押人员，回顾其自身经历在监狱
中写了一本书《假如时光倒流》：“毁掉了我原本幸福的家



庭，让我从一个正义使者变成了恶魔的化身，恶魔最终并没
有走向毁灭，而是选择了新生，多亏毛警官。”

感动中国候选人王娅事迹观后心得篇四

最近，一位老党员的名字刷爆了网络和朋友圈，带给人满满
的感动，他的名字和奉献、初心、深藏功名等词汇紧密结合
在一起，他就是――张富清。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张富清在数十载深藏功名无私奉献中
展示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之美。

张富清的初心之美在于淡泊名利――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按照张富清的履历，完全可以谋得一个人很多人羡慕的“高
位”，但是他没有。他将战功的证书锁进那个锁头早就坏了
的皮箱，联通曾经的辉煌也一并封存。如果不是信息采集需
要，张富清会一直瞒着所有人吧?他深藏功与名，所求者无过
乎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衣服总是补了又
补，脚上的解放鞋被脚趾顶破，就用草裹住捆在脚面上。”
小儿子张健全记忆犹新。就是这样一位深藏功名的老英雄，
用淡薄的心境诠释着初心。

感动中国候选人王娅事迹观后心得篇五

9月23日，在日本札幌举行的女排世界杯赛第二阶段a组循环
赛中，中国队以3比0战胜“老对手”美国队。此次胜利不仅
成就了中国女排世界杯7连胜，也打破了中国女排世界杯8年
逢美不胜的尴尬纪录。中国女排团结拼搏、无惧挑战，在赛
场上势如破竹的英姿再次点燃了国人内心的澎湃豪气。

说到中国女排，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女排精神”。

中国体育界最不缺的就是冠军，各种项目的世界冠军数不胜
数，但冠军背后能够总结成精神的项目却不多。改革开放前，



中国体育界有两面红旗：一个是中国登山队，另一个是中国
乒乓球队。这两支队伍是当时中国体育界最优秀的团队，分
别创造了“中国登山精神”和“乒乓精神”。而在改革开放
后，“女排精神”叫得更响，更深入人心。

1981年，在日本举办的世界杯上，中国女排同样以七战全胜
的战绩，先后战胜美国、日本等世界劲旅，首得世界冠军。
从排球运动本身来讲，东方人能够拿到排球项目的世界冠军
并非易事。排球是集体项目，又是“高人”项目，有它自身
的规律和要求,必然不是一般的训练就能取得成就的，而是需
要一种精神和动力的鼓舞和追求。中国女排队员在赛场拼搏
的身影，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

比赛结束第二天，时任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在《体育报》上
发表了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的文章。文中写
道：“各行各业人民群众都要学习中国女排精神，树立远大
的志向，发扬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工作做
好，更快地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此后，以袁伟民指导为教练核心的团队和老一代的女排姑娘
们，在“五连冠”(1981—1986年)中凝聚缔造了“女排精
神”。这种精神就是“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为
国争光”的女排精神。

袁伟民受到了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启发，他认
为陈景润在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依然攻克了这个数
学谜题，靠的就是“迷”。于是，袁伟民将这股“迷”劲儿
带入中国女排，要求队员们对排球也要极度专注和热爱。在
训练时，他要求队员们拼尽全力，克服苦累和伤病等困难。
在比赛中，他要求队员们极度专注，无论对手强弱都不能松
懈。为了让队员记住比赛中的一个教训，袁伟民会在赛后把
所有球员留下加练，一直练到很晚才离开。

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嘴里喊出来的，而是在日



复一日的训练比赛中奋斗出来的，历练出来的，凝聚出来的。
袁伟民一再强调“拼搏”“严格”“协作”，说出来感觉很
虚，但这正是女排精神的体现。凭着在日常训练中锻炼出来
的坚强的意志和扎实的技术，中国女排连续拿下了五个世界
冠军，创造了辉煌，成为中国女排不断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
“传家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