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尔班尼亚孜心得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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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库尔班尼亚孜心得体会篇一

里约奥运女排决赛打响，中国女排对阵塞尔维亚，这场比赛
吸引了全中国电视观众的目光，收视率达到了夸张的56.78%。
同一时期，湖南卫视、北京卫视等热门电视台的收视率仅女
排的1/50。

这个夏天，如果中国在里约最大的收获只是傅园慧的“洪荒
之力”和秦凯的浪漫求婚，那将是一种残缺。当人们普遍
以“葛优躺”的姿势瘫在沙发上，目光偶尔从手机屏幕上移
开扫一眼电视的时候，还好有郎平和中国女排，让中国人得
以守候在电视节前，等待一场直播的开始。

中国女排，是一个读起来就沉甸甸的名字。国人对于中国女
排的期许和关注，或许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第一
个获得五连冠的中国女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姑娘们在
比赛中表现出来的“不抛弃、不放弃，敢打敢拼，勇往直
前”的精神激励和鼓舞了整整一代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体
育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数不胜数，而“女排精神”只有一个
的原因所在。

这些年，我们很难再为一支球队欢呼、疯狂、感动。我们已
经习惯了中国男足、中国男篮一次又一次的折戟沉沙。因此
当中国女排再一次用拼搏和顽强战胜对手的时候，那些深埋
在心底的光荣与梦想突然焕发，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
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能从中国女排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备受期待地踏出步子，但没走两步就被困难绊倒，跌跌撞撞



地来到强敌面前，别人说:你没戏。但你拼了，你赢了。你摇
摇晃晃地站起来，虽然伤痕累累，可眼睛里满是坚定。

如果真的有女排精神，这种精神到底是什么?中国乒乓球队后
来称霸乒坛很多年，成绩远比女排出色，但是人们更怀念的
还是女排。中国女排从来没有过“统治地位”，几乎每一次
夺冠，都靠艰难的拼搏完成的，在最困难的时刻，呈现出最
顽强的精神，或许这就是女排精神的实质。

是的，中国女排能够坐上头条，刷爆你的朋友圈，也并不仅
仅是因为赢了巴西，也不仅仅是因为进入四强，而是因为那
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从懂事的年纪就开始影响我们的女排
精神。事实上，女排的崛起，是让人怀念的80年代的一部分。
在那个时代，弥漫着一种理想主义气息和开放精神。微博上
有不少网友感叹，很多父母辈的朋友，都守着电视在看这场
女排比赛，言下之余的感动，也许只有经历过80年代那个五
连冠的女排黄金时代的人才能懂。那个时候，为了看一场女
排姑娘的比赛，大家集体围着一部小电视，一起欢呼、一起
喝彩。

再看看男足、男篮这些曝光率很高的项目，虽然实力上的差
距明显，但是能够拼出态度和风格已经算是成功和超越了，
只可惜他们连这一点都很难做到，少了拼搏、缺乏霸气的他
们只能默默地站在原地目送着对手一路向前。中国女排身上
的精神，恰恰是中国三大球最需要的。

隔了这么多年，女排仍然是中国三大球中最争气的队伍——
因为，有种精神叫中国女排。

库尔班尼亚孜心得体会篇二

在儿童护理部，我们照顾的都是一些脑瘫、肢体残缺、智力
低下、发育不全的孩子，他们的吃喝拉撒都需要24小时精心
护理，丽华姐就是为这样一群孩子无怨无悔地付出了她最美



好的青春年华，用她的坚强之心、慈爱之心、奉献之心，影
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福利院职工和孩子。

她把点滴时间都用于学习，不断摸索、实践，成为中医推拿
的行家里手，成为嘉兴盲人中的首位中医师，也是唯一的一
位。

儿童部的工作又脏又累，还需要技巧，刚来福利院时，我手
足无措，曾一度打过退堂鼓。但是每次想到丽华姐身上那股
韧劲、钻劲、干劲，我就又有了勇气和动力，去一次次克服
困难，勇往直前。

福利院有个男孩叫晨晨，是一天晚上丽华姐值班时在福利院
门口捡来的。他是一个脑瘫患者，刚到福利院的时候，手脚
僵硬、功能全失，生命垂危。丽华姐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给
他推拿治疗，晨晨渐渐能坐起来了，手也能做一些简单的动
作，腿脚也变得灵活了许多。现在晨晨已经30多岁了，能简
单行动，还学会了用脚使用手机，自强不息的他也特别有爱
心。

几十年来，丽华姐一直牵挂着福利院，每次回福利院，她都
要去看看孩子们。而作为退休老党员，每次组织生活会，她
不管在哪里，不管多忙，不管有多不方便，都会想方设法参
加，从不缺席。

最近我才知道，20xx年来，她默默资助了480多人次，捐赠
了333万元，还签下了器官捐献书。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
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言，把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我们
都以她为荣，向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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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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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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余干有句方言，常用来夸赞心中最敬佩的人和事，
叫“真来斯”，意指十分的、特别的、非常的棒。看完女排
世界杯第10轮，中国女排以3：0完胜塞尔维亚女排，提前一
轮卫冕世界冠军，喜提“十冠王”称号。叫人安耐不住、情
不自禁地大喊：女排精神“真来斯”。



“十”字对于中国人，总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如“十全十
美”“十步香草”等，“十”象征完美、圆满和富足。然对
于女排精神而言，“十冠王”不仅仅是一个圆满的成果，更
是一个进取的开始。正如本届女排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后，郎
平所言“每一次比赛，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诚如其言，女排以“十连胜”让中国国旗高扬升起，让中国
国歌高昂奏响。展望未来，同甘共苦、团结战斗、刻苦钻研、
勇攀高峰的女排精神，将会更加放出绚烂光芒。

世间之事，总有那么一点凑巧。中国女排夺得“十冠王”，
本已让国人欢喜不已，然又恰逢70周年国庆之际，无疑是喜
上加喜和最好献礼。有人说，“女排将观众打哭”。每次观
澜女排比赛，充盈的是执着和坚强、刚毅与激情。怎能不让
人感动而惊叹，怎奈不叫人随之起伏而涕零。某种意义上，
女排精神传递的气质底蕴，早已烙印上了中国人独有的内在
韵味，与中国普通民众关联在一起，照见中国改革时代的繁
荣壮大。换而言之，中国女排精神是中国人自己的精神，是
中国新时代的象征元素。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每一场胜利，展示给众人的“女排速
度”是那么震撼与激昂，背后的雕琢打磨、反复训练以及吃
苦流血是看不到的“台下十年功”。拨动时间指针到上世
纪70年代，在湖南郴州训练基地，竹子制成的竹棚、带“毛
刺”的地板;再到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首次夺得第三届
女排世界杯，“中国万岁!女排万岁!”;又到本届女排世界杯
第七个比赛日，中国队对阵强敌美国对，郎平直言不讳
道“这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足见，“十连胜”到“十
冠王”，是不息的斗争、不变的意志、不灭的火焰。

体坛江湖波云诡谲、充满变数。曾经“十冠王”的古巴匿迹，
往昔六夺冠的日本成为过去，拥有“12冠”记录的俄罗斯慢
慢退却光环。哪怕20xx年，郎平再次担任中国女排教练，中
国队处在低谷，国际上鲜有战绩，亚洲也难言势不可挡……
因此，女排精神并非意味着百战百胜的“不丢一球”，而在



于那种为胜利不放弃、不抛弃的坚定执着。对此，郎平多次
提到“女排精神不是赢的时候才有，而是在大家看不到的每
一天”。对啊，为梦想努力拼搏、为成功顽强锐意，才是女
排精神的密码字典。

一场属于中国女排姑娘们的回报大餐，一场送给全体中国人
的精神大餐。有道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中国人从来讲究忧患意识和未雨绸缪。在举国欢庆和鲜花掌
声包围之时，有的人难免会“泼冷水”，“女排精神会过时
吗?”有人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女排精神永不过时!中国
女排在路上，所有奋斗者也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跑，中国
就会勇往直前”。如此，每个人都应做女排精神的奋斗者和
传播者，给祖国巨轮扬帆起航不懈努力。

库尔班尼亚孜心得体会篇五

“民族团结进步的践行者——库尔班·尼亚孜。”当这样的
评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响起时，库尔班·尼亚孜
热泪盈眶、百感交集。他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
天，更没有祖国边疆地区教育翻天覆地的变化。”

库尔班·尼亚孜是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依麻木镇小学校长。
他20xx年如一日，在祖国边疆地区推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用教育为孩子们搭建起一座通向现代文明的桥梁。

父亲为他取名“库尔班”，是希望他做一个像库尔班·吐鲁
木一样的人。

“毛主席曾接见过库尔班·吐鲁木大叔，因为他爱党爱国、
甘于奉献，我也要向他学习，成为新时代的‘库尔班’。”
库尔班·尼亚孜说。

库尔班·尼亚孜是依麻木镇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因为没有
语言障碍，大学毕业后，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可当他回到



家乡，看到的却是乡亲们贫穷的面貌和落后的思想。

有一次，一位老奶奶带着患病的孙女去药店买药。他告诉老
奶奶，孩子需要进一步治疗，却遭到了老奶奶的斥责：别人
是妒忌我的孩子漂亮，遭到了诅咒才变成这样。这件事深深
地触动了他。

“语言不通是制约边疆地区发展的最大障碍，决不能让它再
困扰下一代，必须要让孩子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接
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库尔班·尼亚孜说。

20xx年，他拿出全部积蓄60万元，在依麻木镇创办了幼儿园
和小学。

学校自行编写中华文化教材、开设国学课堂、设立孔子像、
教孩子们读唐诗、唱京剧、练书法……库尔班·尼亚孜要让
孩子们从小在心里种下民族团结的种子，加深他们对国家和
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教育是光，光明多了，黑暗就少了。20xx年来，他创办的依麻
木镇小学为近100个家庭困难的学生免除学费，累计培养
了1000多名学生。

库尔班·尼亚孜说：“我们的教育事业，就是要让孩子们走
出封闭的天地，走向外面的世界，用知识改变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