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 张桂梅
的个人先进事迹(优秀6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
如何写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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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我心疼大山深处女孩求学的艰辛，也明白大山里女孩获得
受教育的机会不易。党的关怀改变了这些山区女孩的命运，
相信随着党的__大胜利召开，大山里的每一个孩子会更好成
长。”即将赴北京参加党的__大，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
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表达了她的心声：“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竭尽全力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让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

26年前，张桂梅从云南大理搬到华坪，是为了在一个陌生的
环境里，平复丈夫病逝后的心碎。然而，自从把办一所免费
女子高中当成自己的责任后，她克制了自己的悲伤，忍受了
肿瘤、心脏病等重疾的折磨，超越了自我，把自己的生涯与
教育事业完全融为一体。

到华坪后，张桂梅在华坪县民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华坪县
儿童福利院院长。她的学生中，有的女孩因家庭贫困辍学，
回家放牛放羊；有的收了彩礼，小小年纪就要嫁人。在一次
家访中，一个穿着破旧衣服、背着草筐拿着镰刀的女孩独自
坐在山坡上，忧伤地说“我想上学”。

这些女孩的经历深深刺痛了张桂梅的心。她发誓，要建一所
免费女子高中，“改变一个女孩的命运，相当于改变三代人
的命运”。



为了筹款，张桂梅到昆明街头、火车站等地，立起“筹资办
学”的纸牌，向过往行人讲述她的办学梦想；她到企业寻求
帮助，或被婉言谢绝，或被保安赶走；后来中央电视台邀请
她到北京录制节目，为她募集到50多万元。

经过张桂梅的四处奔走呼吁，在云南省委、省政府和丽江市
委、市政府的支持下，2008年9月，全国第一所公立免费女子
高中在华坪县落成。

14年来，按照高标准、高起点、高水平的规划，分4期投资建
设的华坪女子高中，从教学质量到校园文化建设，都令人瞩
目。

学校实行寄宿制全免费教育，为在校学生提供生活补助费，
为每名新生提供行李、校服等。

14年来，2000多名山区女孩从这所高中毕业，圆梦大学。

和其他高中不同，华坪女子高中一直没有毕业典礼。“我们
历来都没有告别仪式，不想孩子们悲伤地离开学校。”张桂
梅说，“我不要她们这些眼泪，我要的是她们满怀信心走向
另外一个目标。”

多年来，张桂梅毫不讳言对农村女孩“认命”的痛恨。她为
华坪女子高中创立的校训，是她对女孩们的希冀：“我生来
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
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2021年高考前，学生陈琪给“舍友”张桂梅写了一封信。信
里写道：“从小到大，我都渴望遇到神队友，但上天总未满
足我。直到遇到您。我见识了神队友的优秀与强大，与优秀
的人在一起，就连呼吸都是极为有意义的事。”

尽管学生们都知道张桂梅的规矩，“走出学校后，就不要老



回头看，老惦记着这个学校”，但其实，每次离别时，张桂
梅都“半是忧伤半是不舍”。

自华坪女子高中建成以来，张桂梅就一直住在学生宿舍。房
间里有4个上下铺、8个床位，除了她的床铺外，其他床铺经
常有学生来和她同住。陈琪就与张桂梅同住了一年。

每天清晨，张桂梅都第一个起来到过道上给学生们开灯，陪
学生晨练；白天，几乎每节课她都会亲自查课；夜里12点后
查完宿舍才入睡。

与张桂梅一样，华坪女子高中的老师的作息也和学生接近，
无论有课没课，老师都全天在学校，学生有问题都可以及时
找老师解答。10余年来，老师们一直延续着张桂梅到贫困学
生家家访的传统。

张桂梅贴满胶带的手上每天都拿着一个扩音喇叭。在不少人
眼里，张桂梅对学生的苦口婆心都在这个喇叭上：敦促学生
起床、洗漱、用餐、上课、做操、播放音乐。

张桂梅喜欢种花，她和师生在校园里种下玫瑰、玉兰、海棠、
夜来香、三角梅、桂花、芭蕉等。“种花种草和教养孩子有
共通之处。”张桂梅说，“省一点力气、少一份心血、少付
出一滴汗水都不行，都看不到她们的灿烂。”

张桂梅胸前总是佩戴着党徽，“看着就有力量”。学校每周
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每周唱一支革命歌曲、每周组织一次政
治理论学习、每周观看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在学校的围墙上，用红油漆写着“党给了我翅膀，社会给了
我天空”。张桂梅希望通过红色教育让学生对未来有清晰的
目标，激发“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让她们产生内生动力。

2021年4月，学校青年教师周云丽在她的入党申请书中写



道：“我是90后，是在党的阳光下成长的新世纪青年，我们
赶上了好时代。我的成长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的温暖，我的
每一个进步无不蕴含着党的教育和培养。”

周云丽和姐姐周云翠是2008年华坪女子高中初建时招收的第
一批学生。两姐妹的母亲在她们幼年时患病去世，患有小儿
麻痹症的父亲靠打零工和种田的微薄收入供两个女儿读书。
当听说县里有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时，父亲带着两个女儿来
见张桂梅，小心翼翼地询问是不是真的免费。

3年后，周云丽和周云翠都考上大学。2015年，从云南师范大
学毕业的周云丽放弃了到另一所有编制的中学工作的机会，
向张桂梅申请到当时急缺老师的华坪女子高中工作，第二年
才考上了学校有编制的岗位。

如今，当上教师的两姐妹，还清了助学贷款。周云丽所带的
班级，有两届学生的高考数学成绩居全县第一。

“青年教师是乡村教育的中坚力量，承载着乡村教育的未来。
”张桂梅说，“我们需要也期盼有更多教书育人的青年，来
到大山，扎根乡村，带着乡村孩子‘起立’，为他们掘出一
条通往山外的路。”

“起立”是每天张桂梅走进教室上课时，与学生互致问候的
简单话语。在她看来，“起立”代表着力量、希望和行动。

“中国乡村教育的‘起立’，需要乡村青年教师的‘起
立’。”张桂梅说。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二

在华坪，张桂梅的“抠门”是出了名的。她吃得非常简单，
很多时候一杯水就着一个饼就是一餐;用的、穿的也极为简朴，



衣服常年就那几件;办学也精打细算，教学楼的水闸只在学生
用水的课间才开，没人使用的教室、办公室一定关着灯。

张桂梅的慷慨更出名。2003年，昆明市总工会捐给她两万元
用于治病，这笔钱她用到了学生身上;2006年，张桂梅获得云
南省首届“兴滇人才”奖，刚刚从昆明领奖回来，她就把30
万元奖金一次性全部捐给了华坪县丁王民族小学建教学楼。

一个人真的可以做到“无私无我”吗？

要知道，张桂梅忘我工作的同时，还在忍受着常人无法承受
的病痛: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23种疾病缠身，数次
病危入院抢救。2023年初，张桂梅就被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书，
华坪县县长庞新秀赶来医院看她。醒来后，张桂梅拉着县长
的手问:“我情况不太好，能不能让民政部门把丧葬费提前给
我，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

华坪女高的免费，只是让这些山区的女孩“进得来”，如
何“留得住”是张桂梅面临的一大难题。她提出用“家访”
代替家长会，既可减轻贫困家庭和家长从山区往来学校的负
担，又可以深入学生家庭了解问题，解决实际困难。

如果能够深深地、细细地了解下去就会发现，华坪女高一些
表面上很难理解的教育细节其实背后自有深意——扶贫的路
只有真正走下去，才知道什么是张桂梅所说的教育的“因地
制宜”。

有一个学生的家在山顶上，仅有一条半米宽不到的山路相通，
路的一边就是万丈悬崖，可这却是学生每个周末、每次放假
都要往返的路。张桂梅又心疼又生气地问学生:“这么危险，
你回来干什么？”女孩低着头淡淡地说:“张老师，放假了我
不回家上哪儿去啊？”

这句话让张桂梅难过了一个星期，她决定:把两天周末假期改



为每周日下午放半天假。外面的人都不理解，批评张桂
梅“搞应试教育”，就连学校教师也不理解。张桂梅悄悄地
做工作:“我们的学生大都是山里的孩子，放了假学校不让待，
回家又会增加路途中的危险。如果只放半天假，孩子们出去
逛一逛还可以回来，既省钱又确保了安全。”

家访路上，张桂梅给学生家里捐过钱、送过衣，帮忙修路、
建水窖、调解纠纷、发展产业;她迷过路、发过高烧、摔断过
肋骨、旧病复发晕倒在路上，几乎每次家访完都要大病一场。
说到底，这一切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教育。

自2008年华坪女高成立以来，这条家访路张桂梅一走就是12
年，几乎覆盖全体学生，足迹遍布丽江市的一区四县，行程
近11万公里——这更是一个个教育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扶贫要扶志，要让贫困家庭的精神起来才行，有一种追求、
一种希望。孩子能够真正唤起他们积极生活的希望。”张桂
梅说。

华坪女高结对扶贫的家庭有六家。张桂梅去送扶贫款，有一
家怎么都叫不开门。她看见旁边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
是这家的孩子，就让他把附近同龄的孩子都叫过来。张桂梅
领着几个孩子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那大
山里，歌声飘出很远很远”。张桂梅对孩子的父母说:“你们
的儿子这么优秀，不但会唱歌，还会学习，你们怎么能整天
躲在家里？快把钱拿着，好好地供儿子读书。”后来，这家
人真的开始做事了，给他们的扶贫芒果苗栽上了，一年下来
家里挣了4万多块钱，因为他们“看见希望了”。

孩子是山里人的希望，教育也是一种希望。张桂梅说，这种
希望让“教育扶贫比经济扶贫更彻底”。

“让山里的女孩能够通过读书走出大山，是摆脱贫困、改变
命运最好的途径。女孩子受教育可以改变三代人，解决低素



质母亲与低素质孩子之间的恶性循环。”张桂梅说，“实际
上不只是三代人，而是直接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让山里人
的命运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主要事迹简介篇4张桂梅作为千千万万基
层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她始终把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作为
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自1990年参加工作以来，她始
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人身追求，而且在工作的这三十年
中也一直积极践行这一人生追求。

作为一名教师，她心系困难群众，始终相信群众利益无小事，
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教育扶贫行列，在她的努力下，
华坪建成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她坚持树人先树魂，
把思想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作为立校之本。她长期拖着
病体，坚守工作岗位，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只要还有一
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她把自己的工资、奖金和
社会各界捐助她治病的100多万元全部投入教育事业自己却甘
守清贫。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张桂梅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有一项重要
的工作——家访。张桂梅身体不好，但是她却从来不让学生
家长来开家长会，自己拖着生病的身体进大山挨个对学生进
行家访。在遇到有辍学思想的学生时会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
给学生和家长做工作，不让一个同学掉队。就是这样的家访，
张桂梅坚持了十年，帮助很多想辍学的孩子又重新走进了学
校，坐在了课堂上学习。

拜读了张桂梅同志的先进事迹和用生命点滴的人生故事，我
深切的领会到一个智者和仁者所显现出来的`精神魅力。张桂
梅不是制造出来的英雄，她是那样朴实，那样真实，也许她
在悄悄的改写着英雄的概念。”张桂梅的精神，是一种时代
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主义追求和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张桂梅的精神，又是一种平凡的精神，体现了
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把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和回报，具体



落实到自己的事业和学生上，在普通教学岗位上，恪尽职守、
呕心沥血、淡泊名利、执着追求。我作为教师中的一员，我
要用心感受、用心学习张桂梅的精神，学业上不断进步，修
养上不断完善，做学生热爱、人民满意的优秀教师，做无愧
于时代的光荣教师。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三

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
支援边疆建设。45年来，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
步步走向贫困山区。

1996年8月，她的丈夫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黯
然神伤，她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她放弃
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了师资最弱、条件最差
的民族中学任教，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一年后，不幸再次降临。1997年4月，她查出患有子宫肌瘤，
且肌瘤已经有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张桂梅忍着疼痛继续站在讲台上，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
学生们中考。直到7月中考结束，她才住进医院。打开她的腹
腔，医生们倒吸了口冷气：腹腔内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
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取出的肿瘤有两公斤多。

2001年，张桂梅兼任新建的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
家）的院长。第一天，儿童之家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两岁，
最大的12岁。此后，张桂梅除了上课，还要一把屎一把尿地
照顾这些幼小的孤儿。

儿童之家的工作，让她萌生了创办一所学校、让贫困山区女
孩免费接受高中教育的想法。经她到处游说，这一善举得到
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华坪县委、政府协调出土地，省、
市党委政府划拨了100万元的办学经费。



2008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建
成。11年来，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
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四

作为教师，张桂梅用她那母亲般的爱，温暖着每个学生的心
田。她感到“爱”是与学生心灵沟通的纽带。她与学生没有
年龄界限，学生们喜欢她、信任她，把她看成学习上的严师、
生活中的慈母，对她无话不说。“妈妈”的称呼在学生间流
传开来。只要是为了学生，她什么都舍得，可她自己呢，把
一天的生活费控制在3元钱，省下钱救助学生。张桂梅到民族
中学工作_年间，共资助了15名学生，资助金额达两万多元。
她至今还为5个贫困孩子提供上学的全部费用。

张桂梅爱学生，并不需要任何补偿。然而，在她看来，她得
到的回报比世上任何人得到的都多。今年6月15日，是张桂
梅_周岁生日。这天早上，她同以往一样匆匆忙忙地从“儿童
之家”的“家”赶到学校上课，学生们软磨硬泡地要求到室
外上课。课后返回，她猛然发现教室桌上摆放了两个大蛋糕，
只听全班同学齐声喊道：“祝张老师生日快乐!”张桂梅惊奇
极了，因为这是一个新接的班，她没让学生知道自己的生日。

回到家，许多原来的学生也在等候着，都来祝贺她的生
日。“儿童之家”的孩子们也为张桂梅送上一张自制的贺卡，
上面工整地书写着“桂子飘香，梅花御寒。祝妈妈生日快
乐”几个字。

张桂梅的心醉了。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呢?



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十二月中旬，中宣部授予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高级中学校长
张桂梅“时代楷模”称号，褒扬她是点亮乡村女孩人生梦想
的优秀人民教师，号召全社会向她学习。

分公司号召全体职工进行观看，该节目用长达一个小时的篇
幅详细报道了张桂梅校长的先进事迹。张桂梅和1804个贫困
女孩的故事再一次走进千家万户，传遍大街小巷。张桂梅故
事的背后是所有基层教育工作者无怨无悔扎根教育事业，不
计回报挥洒生命热忱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位职工，
张桂梅坚守初心、扎根大山教育的先进事迹令无数人泪目，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张桂梅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孑然一
身，以爱为教，富教于爱，每天五时起，一时眠，帮助那些
大山中的少数民族孩子们真正实现了人生的梦想和价值，为
祖国的各行各业输送人才。其中有教师、医生、律师、人民
警察……让无数懵懂的女孩真正明白“走出大山”的含义，
无数的女孩忠心地感谢“张妈妈”无私的付出，她们纷纷表
示：要学习和继承她身上那种坚守初心，对党忠诚的政治品
格，坚韧执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品质，恪尽职守、爱岗教业
的务实作风，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立足于各行
各业，回报“张妈妈”的一片深情厚爱。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话是“张妈妈”
最真实的写照，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在教书育人的老师，她只
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她用她的对教育的那份挚爱成就了一份
伟大的事业，真正把职业当事业来对待，用珍爱孕育着每一
位莘莘学子，永远成为孩子成才路上的贵人，努力做一名合
格的“燃灯者”、“引路人”！

张桂梅的事迹感天动地，震撼人心，看了影片后，感动的同
时，也引起了深深共鸣。如何才能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



凡的成绩呢？这就需要我们把“张妈妈”的精神牢记心中，
不忘初心，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爱岗敬业的作风，激发干
事创业的热情，立足本职，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携手，
创建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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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篇六

张桂梅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中共党员，全国十大女杰，
全国十佳精神文明人物，全国十大师德标兵，全国十佳知识
女性，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20__年9月，荣获最美乡村教师，20__年11月，入选“中
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20__年1月10日，获得教育部授予的
“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她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真爱无价、希望无边。张桂梅没有生儿育女，却是女子高中
近500名学生和华坪儿童福利院50多名孤儿的“校园妈
妈”、“张妈妈”，她用真爱点亮了孩子们的希望之光，她



勤俭节约，捐赠困难学生，带学生去看病，给学生添置衣被，
将自己30万元奖金捐献给了贫困山区建设教学楼，张桂梅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她的真爱。

初心不改、使命不弃。“如果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
果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
民。”老师们一开始就被张桂梅的话语所感动，纷纷注视着
屏幕上这个拥有平凡而伟大人格的女性。虽然是简单的几句
话，但诠释了她的初心与使命。张桂梅参加工作30多年来，
爱岗敬业，虽身患疾病，依然坚守在三尺讲台上，全心投入
教育事业，学习和研究新的教学方法，取得突出的教学成绩。

老师们感动于她的付出和执着，纷纷拿起笔书写了自己的心
得体会，同时，也不断思考着自己的教育初心和师德风范的
传承与发扬。

研讨交流时，老师们纷纷表示，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珍
惜岗位、提高职业责任感，树立全面育人思想，牢记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帮助万千学子接受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