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心得体会库尔班尼亚孜事迹 感动
中国人物库尔班·尼亚孜事迹心得体

会(汇总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大家想知道怎么样
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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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体会库尔班尼亚孜事迹篇一

奖牌有三种颜色，传奇的写法却只有一种。回顾女排的里约
征程，可谓跌宕起伏。开局不利，小组赛连续失利，跌跌撞
撞晋级;淘汰赛越勇，一路突破终夺冠，演绎逆袭传奇。

这让人想起那句古语: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
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与强
大的对手抗争、与自己的状态抗争，可谓有志气、有锐气，
更让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回顾30多年来写入国人记忆的中国女排，又何尝不是如此，
两起两落，一路挣扎，却始终目光坚毅望着前方。上世纪八
十年代，从“三连冠”到“五连冠”，振奋了一个时代;九十
年代后，新老换代，成绩滑坡，女排在低谷中寻找未来的方
向;新世纪初的十年，中国队卧薪尝胆再出发，重新回到世界
一流强队的竞争队列，雅典奥运会逆转胜俄罗斯夺冠，让举
国皆若狂;接下来，女排再陷低谷，一路挣扎;里约奥运，签
运不佳，却是“紧紧咬住”，战胜了自己与对手，终于让国
歌为自己奏响。

在国人眼里略显沉闷的里约奥运，在后半段被“女排精神”
点亮，正是因为女排姑娘们让人看到，在历经繁华、走过低



谷后，“女排精神”在里约写下了最新的版本。没有一场胜
利是唾手可得，没有一个冠军不是经历风雨，恰如歌中所唱
的，“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
多少人说着梦想，却不过是空想，唯有挫折中前行、不磨灭
初心，梦想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郎平说，女排精神与胜败无关，它一直在那里。的确，女排
精神，并不在胜负，而是从每一场球中抠出来的。说赢了才有
“女排精神”，是一种结果论，是忘记了赢得这荆棘之冠充
满血泪的过程。但，可以赢得潇洒，但一定要输得不甘心、
输得有价值;满足于输，就可能永远也不会赢。我们说快乐体
育、享受比赛，但最高的快乐、最好的享受，可能仍是战胜
对手的那一刻。

今天，我们正需要重新叫响“女排精神”。从个人看，处身
一个盛大的时代，有机会、有舞台，但也要看到，只有一步
步地往前走，才能抵达远方;从国家看，发展不易，前行惟艰，
击水中游之时，更需要鼓起精神与意志。的确，我们不能无
限拔高“女排精神”，这对于平均年龄24岁的姑娘们可能不
公平;但我们也需要理直气壮地赞美这种精神，因为只有有了
强大的“精神力”，才能迎接光辉岁月，写下灿烂诗篇。

不止为冠军，不止于冠军!30多年，女排一直都在，我们一直
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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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中午，卜陈学校初三学生程雨秋在叶连平家吃过午饭后，
就到对门的“留守儿童之家”教室里上自习。

“我家离学校远，叶老师让我中午不回家，就在他家吃午饭，
可以节省出1个小时时间来学习。”程雨秋告诉记者，她父亲
因病去世，妈妈平日在周边打工，供她上学。她希望能用好
成绩让妈妈开心，但过去考试成绩一直处于班级中下等，尤



其是英语总是“拖后腿”。

叶连平了解情况后，不仅积极联系爱心人士资助程雨秋，还
让她每周日上午在“留守儿童之家”补习英语。平日中午，
叶连平也抽出时间辅导她做作业，讲解英语难题。

“叶老师每天供我午饭，一分钱都不收，还给我补习英语，
我不能辜负了他的期望。”程雨秋学习十分用功，英语学习
突飞猛进，考试总成绩保持在班级前5名。

在叶连平家吃“免费午餐”的不只是程雨秋。去年刚刚从卜
陈学校毕业的钱龙女，在叶连平家整整免费吃住了3年，直至
今年考上了和县幼儿示范学校。至今，在叶连平家客厅后面，
钱龙女睡过的床上还放着她未带走的被褥。

“按中考成绩是可以上高中的，但选择上和县幼儿示范学校，
就是想成为一个像叶老师一样的好老师。”钱龙女略带羞涩
地说，叶老师让她感觉当老师挺好的。

多年来，叶连平免费提供吃住的孩子超过了100名。有时候，
孩子家长实在过意不去，就送钱或物到叶连平家，但都被他
坚决拒绝了。他的理由是：“我一个月有3000多元退休金，
不缺钱花，而且我吃什么就让孩子吃什么，并没有特意准备
菜。”

事实上，叶连平对买菜很讲究，为了买到又便宜又好的菜，
他有时会骑车到20公里外的镇上去买。免费办补习班，还贴
钱供午饭，老伴难免不理解。叶连平反问：“都是我的孩子，
他们家庭困难，我能不帮一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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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老先进，朱丽华在嘉兴颇有名气，她是丽华推拿诊
所的所长，是连续五届的市政协委员，还是省盲协副主席、



市残联副主席、市盲协主席。

“投身公益事业是我梦想的传递。”

“安置一个人，解放一家人，影响一大片。”

“自己有多少能力，就要尽多少义务。”

“让帮助过的人活得有尊严，是我最大的快乐。”

……

在担任这些社会职务的过程中，她用心用情投入，主动积极
作为。她30年坚持分毫不取地为现役军人义务推拿，吸纳带
动100多名残疾人就业。她连续五届担任市政协委员，在特殊
教育学校教师退休后的特殊冿贴、为残疾人推出的爱心公交
卡等实事好事的落实中，都有她的建议与呼吁。

人的名气越大，社会责任也就越大。她以担当和使命，
使“朱丽华”同样成为一张响亮的公益名片。

在朱丽华的公益故事中，因为她的光亮，点燃我们共同对美
好的向往，我们读到的是，从一己的生存自强到发出更多光
热、照亮他人的人生超越;从一个人谋发展到为残疾人群体代
言、服务大众的公益跨越。

在朱丽华的公益故事中，因为她的发挥，社会响应，政府作
为，我们读到一个令人振奋、使人励志的人生故事，我们也
同样读到了一个城市的温暖，一个社会的和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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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秀芳，鄞州区李惠利小学退休教师。为圆支教梦想，她放
弃安逸舒适的生活，只身远赴湖南、贵州偏远山区，展开艰



辛的扶贫支教历程。她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在湖南筹款建造
九所希望小学。如今，5所希望小学已建成，学生们搬进了新
校舍，20xx年又有3所希望小学举行落成典礼。同时，她又将
自己的理想再次放大，爱心再延续，从最初的计划造“9所”
增加到了“13所”。她还通过自己的“朋友圈”，为山区贫
困学生送去百万元的物资，为100多位孩子找到结对资助人，
用大爱情怀为山区孩子点燃了希望与梦想之灯。

支教报恩，少年困苦受助，老来支教扶贫报恩

小学四年级时，周秀芳因家庭贫困没法上学。“后来老师来
到我家，说我不读书可惜了，他愿意帮我交学费。”周秀芳
说，正是因为这段困苦的少年时期经历，她希望有生之年能
为和她有着相同经历的孩子做点什么。

20xx年，周秀芳已退休20xx年，她从一位曾在贵州支教过的
大学生口中听说那里很需要教师，毅然放弃了清闲的退休生
活，踏上了支教之路。20xx年秋天，周秀芳来到贵州黔南州惠
水县蛮纳村小学支教，一待就是一年多。支教期间，周秀芳
走访了班级里所有学生的家庭。20xx年春节周秀芳回家过年，
听好友说起湖南省溆浦县北斗溪镇的教学条件十分艰苦。过
完年后，周秀芳和好友孙绍富一起前往湖南溆浦，从此踏上
了千里助学路。

筹资援建，山里的希望小学拔地而起

周秀芳一边在支教，一边想着怎样改变这里的现状，为孩子
们争取支援，她将桐林小学的图片配上文字发到了微信朋友
圈。她早年在宁波教过的学生、企业家张刚看到后，亲自赶
到桐林小学考察，当场决定出资40万元，委托周秀芳重建学
校。

在桐林村一所废弃的房子里，周秀芳住了下来。白天，她在
借来的教室为孩子们上课，课余顶着烈日去监督新学校施工;



晚上，她和村干部一起，与村民商量着解决一些建校中遇到
的问题。在建设桐林小学期间，周秀芳和孙绍富还抽空走访
了九溪江另外九所村小和一所中心小学。一次次的微信沟通、
现场接待，周秀芳和孙绍富为4所村小找到了援建人。周秀芳
目前已经筹款近300万，为山里的孩子筹建9所希望小学。

校服、被子、文具、滑梯、图书……除了筹建希望小学，周
秀芳和孙绍富还通过各种途径，为当地孩子筹集了大批物资。
“这些东西来自一个叫宁波的爱心城市，我只是个‘爱心搬
运工’。”周秀芳说。

爱心接力，一个人影响一群人

周秀芳膝盖不好，有恐高症，血压也高，但说起山区孩子的
事情她滔滔不绝，却很少和别人说自己的苦。九江溪镇政府
考虑在山区生活条件差，主动提出让周秀芳住到新落成的镇
政府里，被她婉言谢绝。她说，“要是享福，我还不如直接
回宁波去。”

为了省下钱用于助学，周秀芳老师过着清贫的生活。一张木
板床，一个电磁炉，一只行李箱，就是她在溆浦县九溪江中
心小学宿舍的全部家当。但周秀芳为孩子们花钱却很大方，
走访贫困学生时，她常送上几百元钱;留守儿童过生日，她常
买来生日蛋糕。为了使留守儿童可以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
通话，她募集资金给当地学校买来电脑。

脚步不止，为了孩子们，愿意干到80岁

20xx年12月，周秀芳为改造校舍的事回到溆浦。“我给自己
定的任务还没完成。”周老师说，她计划在溆浦县兴建的9所
希望小学虽然目前已经完成了5所，但入驻的老师还没有着落。
“我想一个学校最少要一个老师，最好是两个。因为又要上
课又要给孩子们做饭，一个人忙不过来。而且这些学校都在
高山上，两个人能相互照应。”



快70岁的她，一个人教着3个年级的课，还要管二三十个孩子
的吃饭问题。“老实说，身体确实有点吃不消。如果有人愿
意来帮忙，哪怕是爱心接力，一个人一次一个月也行。”周
秀芳说，她希望更多有能力的人来加入支教扶贫队伍。

她发愁的第二件事是建设资金。她发起援建的希望小学——
溆浦县两丫坪镇黄金村希望小学已经开建，目前她已经从宁
波教育系统争取到了15万元，从溆浦县当地财政争取到了一
部分支持，还有一部分资金尚无着落。计划中，还有三所希
望小学也在筹建。

此外，周秀芳和孙绍富还一直在为建设支教基地的事奔波。
他们准备动员爱心人士在溆浦县九溪江建造一所幼儿园和一
个支教基地。今年已经69岁的她，还没有停下来的打
算。“只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我还想再为孩子们干上十年。
”

简要事迹

20xx年，周秀芳不远千里，舍家离子，从东海之滨的浙江宁
波来到雪峰山中的湘西溆浦支教助学，为山区贫困孩子点亮
一盏盏希望之灯。目前，她和她的爱心团队已发展到3000多
人，在怀化溆浦山区捐建希望小学21所，其中已投入使用8所，
让322名贫困生得到结对帮扶，建校和资助贫困生累计捐献款
物达20xx余万元。周秀芳的爱心事迹在家乡宁波和湖南溆浦
两地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新华社、人民网、央广、浙江日报、
湖南日报等几十家全国与省、市级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心得体会库尔班尼亚孜事迹篇五

常言道：实践出真知。库尔班·尼亚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
家，但在推进双语教育方面，却自有一套成功的经验。

“学前教育跟不上，后来怎么投入都不行;双语教师只讲数量，



不讲质量不行;学双语要从娃娃抓起，如果抓不到位，进步就
很慢;语言不是学会的，而是用会的……”谈起推进双语教育
的经验，库尔班·尼亚孜滔滔不绝。

学校刚创立时，第一批幼儿园的孩子一个汉字不认识、一句
国家通用语言不会说。老师在上面讲，孩子们跳过半米高的
门槛往外溜。老师拔腿追，孩子又蹬又抓又咬，把老师的鞋
都跑丢了。家长见状，以为老师要打娃娃，气势汹汹闯进来
找库尔班·尼亚孜“算账”。库尔班·尼亚孜不信邪，“给
我一个月时间，如果孩子还是不适应，学校分文不收!”

如何才能让孩子尽快适应新的教学环境?

库尔班·尼亚孜聘来的汉族老师，用唱汉语歌、背唐诗、说
快板、唱京剧的上课方式，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他找人把
学校院墙布置成“文化墙”，把张骞出使西域、马可·波罗
丝绸之路探险、《西游记》的故事图文并茂地刷在墙上，孩
子们看得津津有味。

“你”“手”“不”……库尔班·尼亚孜和几个老师从最简
单的单字和拼音开始，教孩子们学汉语，仅6个单韵母，他们
就整整教了一个月。80多个孩子的家长在教室窗户外边，轮
流站了3个星期。从第4个星期起，来“观察”的家长开始少
了，后来全都回家了，没人再对库尔班·尼亚孜的学校提出
过质疑。

在库尔班·尼亚孜看来，对于南疆的孩子们来说，在学前教
育阶段加强拼音教学，非常重要。

南疆的语言环境和内地有差异，学生们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学效果也会打折扣。

“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教学大纲，拼音是从小学阶段开始学习
的。但鉴于南疆的语言环境，我建议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开始



教授拼音，因为这时是学习语言的黄金期，会有事半功倍的
效果。此外，小学阶段的课程比较多，如果拼音的基础没有
打好，也会影响到其他课程的学习。”库尔班·尼亚孜说。

库尔班·尼亚孜认为，学校能在语言教学方面有所成效，一
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有一定比例的以国家通用语言为母语的教
师，他们在语言教学和营造语言环境方面具有优势。然而，
农村教师留不住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依麻木镇
国家通用语言小学也存在。不过，与其他学校相比，教师的
流动性小得多，这也是库尔班·尼亚孜比较得意的一件
事。“有不少公办学校的领导到学校取经，询问其中的缘由。
”

“很多人认为，只要提高工资待遇，教师就能留下了。但据
我了解，对年轻人来说，每个月多拿一两千元的补贴，还不
足以吸引他们扎根农村、扎根新疆。”库尔班·尼亚孜说，
城里或内地的教师在南疆农村留不住，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
上的陌生感，比如饮食、生活习惯等。

“解决这个问题，要以传统文化为引领，建设校园文化。在
我们学校，学生们都穿校服;在食堂，教师和学生一起吃饭，
既有新疆特色美食，也有内地南北方风味的饭菜;在课堂上，
倡议教师和学生们用国家通用语言交流。只有这样，教师们
才更有归属感。”库尔班·尼亚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