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师德师风演讲开幕词 教师师德师风
精彩演讲稿(精选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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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德师风演讲开幕词篇一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_我是
光荣的人民教师。

打开尘封的.记忆，儿时的纯真又一次出现——望着年轻、帅
气的启蒙老师，无限的遐想便会浮现在眼前:有朝一日，三尺
讲台上的人就是我，面对一双双求知的眼睛海阔天空的谈，
牵着一只只小手自由自在的飞……太阳总在有信念的地方升
起，为了这个信念，我努力，我攀援，终于“长大后我就成
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

20年夏天，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吸引了我，这是一篇来自西安
蓝田县民办教师的优秀教师事迹报告，报告中，这位来自蓝
田县的民办教师的事迹深深地震撼了我。蓝田，西安市所属
的一个县，在大诗人王维笔下，它既有“明月松间照，清泉
石上流”的美景，又有“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喧闹。
但在今天，它却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那位民办教师年
尽50，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已有尽30年的教龄，由于种种原
因却一直没有转正，他的妻子因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仅靠
微薄的民办教师工资，支撑着一个五口人的家庭，生活极端



贫困。他在报告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大女儿在西安上大学，母
亲去看她。在大学校园里，母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因为在
花枝招展的女大学生中，他女儿的衣服破旧得很显眼，脚上
穿的还是手工做的布鞋，没有穿袜子。看着女儿被冻得通红
的双手双脚，母亲狠了狠心，从给自己看病的钱中拿出了100
元，让女儿上街买衣服鞋袜。几天后，女儿回家了，穿着一
件花30元钱买来的衣服，依然光着脚穿着布鞋，却将剩下的
钱全部交还了母亲。这位民办教师讲到这里，哽咽着说:“看
着女儿简朴的衣着，看着老伴瘦弱的身体，看着孩子们用完
正面用反面的本子，我心里有愧呀!”然而就是这位愧对家人
的民办教师，却让他的学生中考升学率年年全县第一。西安
有些条件好的学校高薪聘请他，他却拒绝了。他幽默地
说:“他们又不能给我转正。”但接着又说:“咱穷地方的孩
子们可怜，他们也需要好老师。”在报告中，这位令人敬重
的老师深情地说:“咱干的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大事，咱的价值，
咋能用金钱来衡量呢?”在泪眼朦胧中，这句话永远刻在了我
的记忆中。从这句话中，我读出了这位生活贫困却精神富有
的乡村教师的信念，那就是:为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奉献一切!
同时，我也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

教师是平凡的，不像农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像商人，
出卖商品，收获金钱;不像科学家，能创造出惊人的杰作;不
像服装师，能设计出新颖的奇装异服……他们只能在三尺讲
台上，默默地耕耘着自己心中谁也无法理解的希望。

在我工作的身边，有这样一位值得我敬佩和尊敬的老师，在
我出生那年，18岁的她就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25年来，怀
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和一腔热血，她一直坚守在教育工
作的第一线，清贫与奉献是她的本色，责任与使命是她的原
则。在工作上，她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在生活上，她默默无
闻地奉献着。记得去年夏天，她的儿子高考前一个月，为了
缓解儿子紧张的复习和高考的压力，她每天中午放学便顶着
烈日，骑摩托车到离学校7、8公里远的家里给儿子做饭，下
午上课前按时赶回来，从没耽误过一节课，没有请过一次假。



如今，她教过的学生已经和她在同一所学校任教，双鬓斑白
的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鼓励、鞭策和帮助着年轻教师，
每当我们向她请教问题时，她总是耐心细致地进行讲解。每
当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不顺心的时候，她总是会像长辈一
样，耐心地帮我们排忧解难。25年以来，她从来没有调整过
工作岗位，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所小学。虽然她的资历老，
但对待工作，她从来都不马虎:备教案认认真真，批作业仔仔
细细。有人说她傻，干工作这样卖力，有的人说她应该“走
动走动”，可她总是微微一笑说“干老师这一行，凭的是良
心，再说，到哪都是干工作，到哪都得这么干”。看似平凡
的话语，却折射出她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过:“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珍
贵的，让我干叶的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地垂着她的绿荫
的!”的确，我也是一片平凡的绿叶，虽平凡但无悔，虽平凡
但无私。虽然平凡，我们的脊梁却支撑着祖国的未来;虽然清
贫，我们的双手却托举着明天的太阳。让我们守候着这
方“三尺土地”，用三寸长的“白铧犁”耕耘岁月，让我们
的青春在爱的奉献中闪光!

虽说我们不具备金钱的富有，但我们精神上是充实的。我们
是春天播撒种子的人，我们心中有着秋收的期盼;有谁能像我
们一样，天天面对的是一张张可爱的笑脸，一双双晶莹的眼
睛，一颗颗透明的心，一个个青春的梦?有谁能像我们一样，
一举手，一投足，一丝美丽的微笑，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
关切的话语，就能拨动一根根美妙的心弦，就能带给他们无
限的欢乐。

蓦然回首那些白发苍苍、默默奉献却两袖清风的我的老师，
我猛然领悟到人们为什么总是这样描写教师:“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我们的老师不会长篇大论，不会慷慨陈词，但他们却如红烛
一般在默默中流淌着生命。“红烛呀!流吧!你怎能不流呢?请



将你的脂膏，不惜地流向人间，培出鲜艳的花朵，结出快乐
的果实。”这就是红烛的生命，也是人民教师神圣而无声的
誓言!

师德师风演讲开幕词篇二

就让我从参加的一次活动说起吧。今年四月，我去苏州参加
全国中语会苏鲁豫皖教学研究中心年会，有幸听了一位来自
山东的语文老师的一堂课。当时课堂设在一家剧场的舞台，
台下是参加会议或观摩的老师，台上是上课的老师和学生。
为保证音响效果，这位老师手持一只话筒。

与其他几位讲课教师不同的是，她从不去翻看课本、备课笔
记，在讲台前、课桌间自由走动，时而配乐朗读，时而即兴
板书，时而激发学生想象，时而启发思考，从容地与学生交
流，像节目主持人那样娴熟自如，师生配合得那样和谐、完
美，给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听课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
想了很多很多。

当迈向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我做为一名立身于重点中学
的语文教师，深感无限的自豪，又觉责任的重大。我校提出的
“素质教育、科教兴国、争创全国示范性重点高中”这一串
烙满时代教育印记的鲜明口号，回响在我们耳际，震撼着我
们的灵魂。

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要让贫瘠的土地上长出绚丽的鲜花，
结出累累的硕果，要让学生成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创造者，
我们首先必须做到的是：立足于讲台，开拓教室的空间，用
新鲜的活水浇灌求知的心灵，用灵动的智慧的音符去弹奏学
生的“心灵之乐”。

为什么我们把自以为好的东西塞给学生，毫无保留，学生的
能力却依然平平?这其中固然可以找到多种原因，但我觉得重
要的一点，恐怕是我们所教的内容，所采用的方法，还没能



和学生心中的弦对准音调，没有能在学生心中弹奏。

前人说得好：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在未来的
教学中，我们必须从传统的注入式、填鸭式的框框里跳出来，
不要担心讲解有什么遗漏，摒弃面面俱到的做法，根据教学
目标、教材特点和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来取舍、剪辑教学内
容，就会感到春风拂面，别有洞天。

比如景物描写，是许多散文的共同点，如果篇篇必讲，泛泛
而谈，从初中到高中老是重复一个声调，学生怎么会不腻烦
呢。如果我们指出景物描写的个性：有的勾勒，有的工笔;有
的动静交融，有的疏密有致;有的如水彩，恬淡明丽;有的如
油画，浓墨重彩，光感质地清晰。学生就会感到兴奋，感到
新鲜，感到求知的愉悦。

让学生走进艺术的殿堂，将美育的因子渗透于教学的各个环
节，使学生乐学、乐美，得知识受陶冶，是未来课堂教学的
一个崭新命题。语文教学用的是生动优美的语言文字，读的
是丰富多彩的美文佳作，在艺术渗透、多媒体运用方面有着
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未来的教学中，我将用艺术开拓语文课堂的空间：以图画
再现情境，用音乐渲染氛围，以表演体验情节，用对联串缀
文意，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操，让美的艺术伴随着
学生的成长。

“教，是为了不教”，这是现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至理名
言，也是我们每一个教师必须追求的境界。这是一个需要开
拓的、充满生机的时代。为了让我们的学生真正成为未来社
会的新型人才，为了使我们的70年老校在世纪之交焕发崭新
的生机，让我们在三尺讲台、一方黑板上绘制动人的五线谱，
为学生弹奏美妙悦耳、经久不息的音乐吧!



师德师风演讲开幕词篇三

尊敬的领导：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
为本。“到底什么是师德师风?所谓师德，就是教师具备的最
基本的道德素养;师风，是教师这个行业的风尚风气。爱岗敬
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有教无类，这都是师
德。怎样才能做一名好教师呢?我认为，做为一个人民教师，
有强烈的责任心是最基本的，这种责任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对全体学生负责。教师教书育人应是面对全体学生。我
们当教师一踏进校门的那一天起，便对每一位学生负起责任，
必须关爱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他们在品德、智力、体
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

二、对学生的未来负责。对于教育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同
时又是环环相扣的过程。一个环节出现缺陷会给其他环节构
成困难，从而影响学生的正常成长。我们教师应该立足现今，
着眼未来，以苦为乐，甘于寂寞，勤勤恳恳，充当人梯，负
起我们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后代着想，为家长负责，
为学生负责，为我们祖国千秋大业负责。

三、对学生所授的知识负责。教师所传授，对学生来说都是
新知识，对知识的第一印象会给学生留下根深蒂固的影响。
教师的教授内容必须准确科学。教书育人是一项职责重大的
严肃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敷衍和马虎。不允许含有不清
和错误的概念出现。要保证学生掌握真正知识，作为教师不
能用照本宣科，满堂灌等方法来教学学生。这样，就要求教
师自身应当有渊博的知识，通达的学识，应当能够对科学知
识的严密系统有通透的理解，如此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做到钩
深致远，游刃有余，知识才能被学生所接受理解，内化为学
生的知识结构，并转化为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完成了



知识传授的过程。

教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在
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承担着人的思想文化
传播，新生一代的培养，各种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造就等艰
巨任务。我们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才能培养出明
礼诚信、自尊、自爱、自信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师德师风演讲开幕词篇四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事业，教师是蜡烛、是船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作为山区教师更加辛苦，倍感艰辛。

我们山区教师以校为家。商州是宜宾县的“老山前线”，是
外地教师都不愿意来的地方。但在这样一片蓝天白云下，有
一群纯朴、善良的山区教师们，他们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
区别，一样的憨厚，如山涧的清泉一样晶莹透明。他们有的
从教已经35年以上了，像双河的一些老师，厂坝的一些老师，
他们每天约走30里路计算，一年按220天计算，一共走
了231000里路了，相当于19个长征的路程。他们在山间里奔
走，小溪为其唱和，白云为其作伴，听小鸟轻柔地歌唱，无
怨无悔。那时，学校没有炊事员，教学条件相当恶劣。教室
四面通风，夏天可以享受免费的空调，冬天那就得饱受刺骨
的寒风的肆虐。口渴了就趴在农家的水缸边喝一口冷水解渴，
无论春夏秋冬，可想而知……中午，没有中午饭吃，要挨到
下午三四点钟后才能吃点儿食物。有的教师带着子女到学校，
子女要喝水，老师没办法，就找一张芋荷叶折叠起来舀水给
孩子们喝。他们具有长征精神，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值得
人们传颂，是这一方水土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他们的心中
始终装着学生，想的是如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让这一批批
学生能够走出大山，越过前面那一道高高的山梁，去外面的
世界去闯一闯，去感受五彩缤纷的生活。多给山里娃留一条
路，多给孩子一次闯荡的机会。在青天白云下有这样一群教



师们，是山里老百姓的骄傲，也是他们的希望。去前年，曾有
《教育导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是《教育，商州最后的希
望》正是如此。

在这样一群人中，有的是50年代首批进商州工作的教师，他
们把青春献给了山区，把知识送到了青山绿水间，使大山的
子民感受到了知识和知识带来的光明。我曾记得他们中有一
个叫张逸炯的外地老师在双河的大村坝教过书，那是50年代
的事儿，他是我父亲的老师，他背井离乡来到这穷乡僻壤，
生活之艰辛不言而喻，他在老百姓的心中只留下了一个记忆
的符号，但我却不那么认为，那里的老百姓可以说是有口皆
碑，他是值得的，无怨无悔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商州
的教育无不打上外乡人的烙印，有的已经长眠于此了，是他
们眷恋商州吗?不是。是他们听党的话，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
把毕生心血献给了山区人民，最后终老商州，与纯朴得像山
民一样的土地融合到一块儿了。如童怀德在商州新华教书，
在新华安家落户，葬在新华，至今还有遗孀在苦苦生活着。
林子清和王玉华夫妇从宜宾来到双河，先是在云雾缭绕的小
溪教学点教书，后到双河……还有许许多多的外地老师们，
他们……是他们为商州的教育奉献着自己乃至儿女的一切，
就像《白杨》中的老白杨和旁边的小白杨一模一样。如今，
在商州的外地教师很多，我不完全统计约占商州本地教师的
三分之一以上，他们是80后90后的新一代，有知识有能力，
他们正默默无闻地为山区的教育教学工作着，他们无悔无怨。

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和当地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
纯朴，一样地善良，一样地憨厚……所不同的是他们有知识，
是他们有别于老百姓的。他们是山区文化的传递者，是山区
老百姓的精神脊梁，但他们融合在老百姓中，一样的质朴，
如山涧石头上潺潺而缓缓流淌的清泉那么晶莹剔透，像钻石
一样闪亮。

谢谢大家!



师德师风演讲开幕词篇五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教师一生，与花相伴》。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过：“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
业是珍贵的，让我干叶的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地垂着她
的绿荫的。”选择了教师，就是选择了叶的事业，教师的一
生，与花相伴。与花相伴的一生，富有诗意而美好。

当我的演讲稿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在今年教师节晚会
上让我热泪盈眶的一个平民英雄教师——殷雪梅老师。殷老
师是江苏金坛市城南小学女教师，2005年3月31日，殷老师为
了拯救身后的她的学生稚嫩的生命，张开双臂，用身躯阻挡
着卤莽而来的小轿车……25米，整整25米……小车把殷老师
撞出去25米……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生活、热爱、奋斗、奉
献了的……殷老师52年的生命历程，嘎然跌倒……在殷老师
的追悼会上，10万名各界群众挥泪送别，被她救下的孩子跪
在地上，泪流满面，他们深深地在呼唤：“殷老师，您快回
来啊”，“殷老师，我们想您了”，“殷老师，您永远活在
我们心中”……殷老师唯一的爱好就是养养花，但是她实在
太忙了，即使是养花，也是挑选那些容易伺候的花，像吊兰、
君子兰之类。殷老师最喜欢的歌就是那首《丁香花》，在教
师节晚会上，当这首歌响起时，电视机前的我仿佛看见在一
片花丛中笑脸绽放美丽异常的殷老师：“那坟前开满鲜花是
你多么渴望的美啊，你看啊漫山遍野，你还觉得孤单吗？你
听啊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尘世间多少繁芜，从此
不必再牵挂……”

如果说殷老师是一朵花，那十万百姓的送别就是一只生花的
笔；如果说殷老师是一片绿叶，那她用生命和爱铸造的叶魂
在千万人的心中都树立起了一座坚固的丰碑，成为了我们所
有这些为人师者师德师风学习的楷模。



让爱在教育事业中闪光吧。

“谁爱孩子，孩子就爱他，只有爱孩子的人，他才能教育孩
子。”教师应用自己博大的爱去温暖每一位学生。教师只有
热爱学生、尊重学生，才能去精心地培养学生，只有爱得深，
才能更认真、更耐心、更细心地对学生进行教育。“爱”源
于高尚的师德，“爱”意味着无私的奉献。教师对学生的爱，
不是出自个人的恩怨，而是出自社会的需要、教育的需要。
这种爱是稳固的、深厚的，是与教师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紧密
相连的。

教师对学生的爱，不能局限于个别的对象，而是面向全体学
生。教师所肩负的是对一代人的教育使命，并非对个别人的
教育任务。这种责任和爱能超越一切，汇聚成一股无可阻挡
的力量，当然，教师对学生的爱，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始终
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相结合的。要爱中有严，严中有爱，爱
而不宠，严而有格，严慈相济，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
学生的人格。这才是合格的教师。

我是光明小学一名普通老师，光明小学是一所美丽的学校。
绿树成荫，一尘不染，鸽子在操场上散步，燕子在天空飞翔。
我们学校老师形成的教风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爱校如家，爱生如子”。

老师们每天在学生上早自习的时候便到校了，坐在办公桌前
工作，头上的日光灯雪亮雪亮，有时大家手里还拿着馒头啃
着，有一回我看见一个老师馒头上还有墨水。这一幕，印在
了我的心中，也铭刻在了学生的心中。

我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漂亮的人。孩子们纯洁的心、圣洁的
情、深厚的意，净化了我的心灵，激起了我对教育事业深深
的爱，我真正地体会到了一个教师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我感
到自己是一个生活在花丛中的人。



教师是绿叶，因为爱，才能一生与花相伴。师爱像滴滴甘露，
即使枯萎了的心灵也能苏醒；师爱像融融春风，即使冰冻了
的感情也会消融。最后，我想用一首词来结束今天的演讲：
《调寄满江红》暑日初收，金秋夜，思绪萦绕。为师表，笔
端心热，付与芳草。四季辛劳暮与早，蜡炬成灰光多少？血
和汗，看人才风貌，全知晓。爱深沉，花繁叶茂。鬓为霜，
人自豪。奉献歌高唱，余音袅袅。滔滔长江浪推浪，资水留
下声声好！齐努力，建神州伟业，丹心照！

师德师风演讲开幕词篇六

大家好!今天我非常非常的有幸站在这里，是要向大家讲述我
从教八年来的两段重要经历，这两段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20xx年教师节， 市xx区迎来了一支省优秀教师报告团，报告
团中一位来自xx县的民办教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xx市
所属的一个县，昔日的辋川，在王维笔下，它既有“明月松
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美景，又有“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
舟”的喧闹。但在今天，它却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那位
民办教师年尽50 ，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已有尽30年的教龄，
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没有转正，他的妻子因病失去了劳动能
力。他仅靠微薄的民办教师工资，支撑着一个五口人的家庭，
生活极端贫困。他在报告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大女儿在西安
上大学，母亲去看她。在大学校园里，母亲一眼就认出了女
儿，因为在花枝招展的女大学生中，他女儿的衣服破旧得很
显眼，脚上穿的鞋还是手工做的，没穿袜子。看着女儿被冻
得通红的双手双脚，母亲狠了狠心，从给自己看病的钱中拿
出了100元，让女儿上街买衣服鞋袜。几天后，女儿回家了，
穿着一件花30元钱买来的衣服，依然光着脚穿着布鞋，却将
剩下的钱全部交还了母亲。这位民办教师讲到这里，哽咽着
说： “看着女儿简朴的衣着，看着老伴瘦弱的身体，看着孩
子们用完正面用反面的本子，我心里有愧呀!”然而就是这位
愧对家人的民办教师，却让他的学生中考升学率年年全县第



一。西安有些条件好的学校高薪聘请他，他却拒绝了。他幽
默地说：“他们又不能给我转正。”但接着又说：“咱穷地
方的孩子们可怜，他们也需要好老师。”在报告中，这位令
人敬重的老师操着乡音说：“咱干的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大事，
咱的价值，咋能用金钱来衡量呢?”在泪眼朦胧中，这句话永
远刻在了我的记忆中。从这句话中，我读出了这位生活贫困
却精神富有的乡村教师的信念——为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奉献
一切!

这是我的第一段经历。

20xx年，我调入 特区的中学任教，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我
的眼前。这里的老师们穿的是高档的名牌服装，许多人开着
私家车上下班，那个贫困小乡村的民办教师的形象离这里太
遥远了。这里的老师，虽比不上高级白领和经理老板那么富
有，但却绝对与“清贫”无缘。这是初来深圳时，这里的老
师留给我的印象。

在特区工作了一年多之后，我对特区教师的形象又有了新的
认识，那就是，在生活上，他们也许比内地教师要优越，但
在工作劲头和奉献精神上，他们一点也不亚于内地教师，而
且他们所追求的，是更科技化、更现代化、更人文化的教学
方式以及更高质量的教学成果。在这里，老师们都能熟练操
作电脑，能制作精美的课件，能自如地运用电脑平台。在这
里，不懂电脑就是落伍的表现。许多老师都参与各种不同级
别的课题研究，为提高课堂效率，实施素质教育而思考、研
究，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然而更让我感动的，还是老师们
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去年，我很幸运地与一个团结拼搏的
优秀年级组共同度过了中考前的一年，品尝到了特区毕业班
教师的酸甜苦辣。这就是我的第二段难忘的经历。

在我们那个年级组里，每个老师就像是奋力奔跑着的运动员，
不到终点永不停歇。在这一年里，许多老师的事迹令人感动：
有30多年教龄的林乔良老师因病声音嘶哑，却从未耽误过一



节课;詹敏仪老师怀揣着医院的住院通知，坚持上课;吴伟红
老师阑尾炎发作，却拒绝了医院手术治疗的建议，坚持保守
治疗……他们都不愿影响紧张的中考复习。余萍老师临危受
命，在中考前的最后一学期接手乱班，竟顾不上同样要参加
中考的女儿;张中仓老师的女儿体弱多病，他却仍然一心扑在
工作上;陈荣老师放学后自觉批改作业、辅导学生，总是很晚
才回家。还有些借聘教师甚至置决定自己命运的招调考试于
不顾，说：“孩子们的中考更重要。”牺牲自己的复习时间，
为学生补课……与这样的老师们在一起工作，我的感觉
是“辛苦并快乐着”。虽然，我校20xx年的中考成绩进步还
不够明显，但这丝毫掩盖不了老师们辛勤的汗水，掩盖不了
老师们无私的奉献，这一切，将永远留在经历过那段时光的
老师和学生们的记忆里。

我们的老师不会长篇大论，不会慷慨陈词，但他们却如红烛
在默默中流淌着生命。“红烛呀!/流吧!你怎能不流呢?/请将
你的脂膏，/不惜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
的果子。”这就是红烛的生命，也是教师神圣而无声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