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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七讲几点篇一

作为在云南待了大半辈子的东北人，张桂梅对待学生成绩时的
“苛刻”，一如她一生的倔强和坚韧。

1974年10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随姐姐从东北来到云南，
支援边疆建设，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
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

1996年，张桂梅的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后张桂梅放弃了大
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她放弃
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全县师资最弱、条件
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
学任务。

1997年4月，张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需立即住院治疗。
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把检验结果藏
起来，直到7月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住院接受手术。

手捧着这山乡的情义，张桂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华坪给了我
第二次生命，我想为华坪做些事。”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
从那时起，张桂梅的生命就和华坪、和教育扶贫连在了一起。

20__年至20__年的寒暑假，张桂梅在昆明为孩子们筹措到两



万多元。对此她说，一切辛苦都值了。

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七讲几点篇二

无论在民族中学还是后来的女子高中，教学质量一直是张桂
梅最看重的事。

在民族中学时，曾经有一个班令老师们头疼，张桂梅却主动
要求担任班主任。她进山找回那些不读书的学生，为看住那
些晚上总想跑出去的学生，她把行李搬进男生宿舍，和32名
男生住在一起。男生们渐渐接受了张桂梅，感觉“就像在家
里，和妈妈住在一起”。但是，男生们不知道，他们粗重的
鼾声、梦话和脚臭，常常让张桂梅睡不好觉。她甚至从下午
开始就不敢喝水，担心晚上起夜时学生趁机溜出去。

在女子高中，张桂梅在宿舍里铺了两张床，一张自己睡，一
张留给需要特别关心的学生。为了随时关照学生，她睡觉不
脱衣服。有个和张桂梅住在一起的学生，始终不肯和她多说
话。这期间，张桂梅在食堂打饭时，摔了一跤，肋骨断了三
根。她没有住院就又回了学校。每天早晨仍然5点起床，但要
靠学生抱起来;夜里很晚睡下，还要忍着疼痛和学生聊会儿天。
3个月后，这名学生抱着张老师大哭起来，说一定不会辜负张
老师。

如今，张桂梅的右腹部、右臂上能摸到肿块，头上还有骨瘤，
她的肺出现了问题，嘴唇经常没有知觉，但她仍然每天拿着
小喇叭喊起床，喊吃饭，喊跑步，喊睡觉……“我要让孩子
们知道，我一直就在她们身边。”张桂梅说。

为给学生解馋，张桂梅每个月轮流带着学生出去“加餐”。
直到有一次，张桂梅去付账时，学生发现她翻遍了所有的包
才凑足了钱。学生们这才知道，张老师每顿饭只舍得吃两角
钱一份的小菜，每天的生活费仅3元。



她至今还在用一部老式诺基亚，手机里存着学生和家长的电
话，“听说智能手机容易坏，怕换手机后这些电话号码会丢
失”。

她的衣服很土，有些是别人买给她的。她去参加党的_前，华
坪县委给她7000元置装费，让她买套西服去北京开会。她却
用这笔钱为学校买了台电脑。

她把获得的3万多元奖金，捐给了灾区;5000元的劳模奖金，
一次性交了党费;30万元的“兴滇人才奖”奖金，捐给了华坪
县丁王民族小学;昆明市总工会千叮咛万嘱咐拨给她治病的两
万元，她也捐了;她甚至还想预支自己的丧葬费，把这些钱用
在山区孩子们身上。

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七讲几点篇三

1995年以后，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只身来到丽江华坪。初
来乍到，她便放弃了进入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的`机会，而是
选择了中心中学，承担了4个毕业班的政治教学工作，毕业班
的女生工作，此外还协助学校搞文艺工作。在工作中，她尽
职尽责，奉献了所有精力。

1997年8月，民中分设成立正在住院做手术的张老师得知民中
学生最穷，生源素质最差，经费最紧张，又看到民中校舍最
破陋、设备最差时，她又主动要求调到民中工作，抓学生学
习、管学生日常都亲历亲为，一步步推动着教育工作的发展。
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断涌现。

1999年2月，华坪县教育局党委和中共华坪县委分别发出通
知;号召全县教职工和全县人民向她学习，县委还授予她"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并奖给
她1000元，但张桂梅把1000元奖金当场就捐给了县慈善机构。



说到慈善，张桂梅这一生几乎都与慈善事业挂钩。在民中的
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张桂梅意识到，提高山区女孩的素
质，至少可以改变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筹建一所免费
女子高中的想法，从20__年起她便开始为这个“不切实际”
的梦想四处奔波。

20__年，张桂梅当选为党的_代表。张桂梅和她筹建免费女高
的想法逐渐被更多人知道。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
帮助张桂梅办校。20__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

张桂梅表示，学校能办起来并走到今天，离不开党和政府作
坚强后盾。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
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教学楼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捐
款人姓名。大家的关心和帮助，她都记在心里。

为了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很重要的工作。办校10多年来，张
桂梅走了11万公里家访路，走进1300多名学生家中。山区偏
远、山路艰辛，很多学生的家只能靠步行达到，连爬山过去
都得好几个小时。

在她的带动下，10多年来，华坪女高以自身独有的特色和坚
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发展成长。张桂梅也非常注重新材视角，
不断摸索出贫困山区学生教育的规律;把育人当作教育的前提
和目标，走到学生心里;她通过家访了解孩子的家庭，竭力改
变教育背后的贫困。“山里的学生太穷太苦了，又那么善良
懂事，我想帮帮她们。”正是秉承着一颗仁爱之心，张桂
梅“让教育走得更深更远”。

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七讲几点篇四

“浪漫的山花中，我们发现你。自然击你以风雪，你报之以
歌唱，命运至你于危崖，你愧人间以芬芳，不惧碾作尘，无
意苦争春，以怒放的生命，向全世界表达倔强，你是崖畔的



桂，雪中的梅。”这是《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张桂梅的颁
奖辞。

在云南的大山里，有许多的女学生因家境贫寒，因为“重男
轻女”的思想而读不了书。当时的张桂梅就决定创建一所高
中，虽然在这过程中遭到了别人无数次的质疑，但她依旧以
坚定的信念坚持下来了，甚至到街上乞讨过，将自己省吃俭
用的钱全部捐献出来。终于她的事迹被一位记者报道出来，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捐款。于是，全国第
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建成，她也如愿成为了这所高中的校长。

成立了这所高中后，张桂梅找到了许多没能读上书的孩子，
送她们来到学校。这时的张桂梅身体明显已经吃不消了，根
根白发，爬上她的双鬓;条条皱纹，刻下岁月的'痕迹。但她
依然是那位严厉的校长，每天监督着学生们的锻练、学
习……随着年纪的增大，长时间的操劳让她多次晕倒，住
院……但她依然拖着病痛的身子来到学校工作，她早将这些
女孩儿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为了照顾她们，连自己的命都不
顾。

为了这所学校，为了这些学生，她早已呕心沥血，她的身体
早已不堪重负，患上了各种疾病。身体变得十分虚弱的她，
甚至昏倒被送进抢救室……张桂梅因为关节痛，关节伸不开，
不能动，为了能够动一点，张桂梅的手上贴满了膏药。

“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的强大内心，在媒
体“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造福，这崖畔的桂，雪中的梅，感
动了你我他。

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七讲几点篇五

1995年以后，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只身来到丽江华坪。初
来乍到，她便放弃了进入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的机会，而是



选择了中心中学，承担了4个毕业班的政治教学工作，毕业班
的女生工作，此外还协助学校搞文艺工作。在工作中，她尽
职尽责，奉献了所有精力。

1997年8月，民中分设成立正在住院做手术的张老师得知民中
学生最穷，生源素质最差，经费最紧张，又看到民中校舍最
破陋、设备最差时，她又主动要求调到民中工作，抓学生学
习、管学生日常都亲历亲为，一步步推动着教育工作的发展。
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断涌现。

1999年2月，华坪县教育局党委和中共华坪县委分别发出通
知;号召全县教职工和全县人民向她学习，县委还授予她"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并奖给
她1000元，但张桂梅把1000元奖金当场就捐给了县慈善机构。

说到慈善，张桂梅这一生几乎都与慈善事业挂钩。在民中的
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张桂梅意识到，提高山区女孩的素
质，至少可以改变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筹建一所免费
女子高中的想法，从20_年起她便开始为这个“不切实际”的
梦想四处奔波。

张桂梅表示，学校能办起来并走到今天，离不开党和政府作
坚强后盾。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
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教学楼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捐
款人姓名。大家的关心和帮助，她都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