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信仰读书心得体会(实用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心
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
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信仰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不论路途多远，不论暴风雨多强，不论通向山顶的路还有多
少步要丈量，不论心中还剩下几毫升的阳光。我的生命里、
有属于我自己的信仰。

——题记

叩开生命的大门，就会展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从此，就要
在这条路上有意识、无意识地走。直到精疲力竭地找到归宿
睡下时，身后留下的足迹会永恒地印下你的灵魂。

未入川前见到的只是平原，正如每个人还是懵懂的孩童时，
展现在面前的路，如人生的一片无限美好的土地，那样平坦、
开阔、无惊无险。只要凭着身体中先人注下的好胜性格、聪
颖的资质，再稍稍加以自厉的力量，在尽情地领略人生煦暖
的阳光、缤纷的花朵时，就够追求到人生较好的馈赠。这时
的追求只能算作一种本能、雏形，但同时在思想深处注入了
新鲜丰富的营养，蕴含着一个希望，一种力量。

我无限神往的.留恋童年时代，那是童话的世界。我庆幸我的
天地的广阔，无边无际，充满了神气和多彩，我尽情地奔跑
在这片沃土上，汲取着，慢慢长大了。

也许是环境的渲染，上小学时是那样主动向上、轻松、得意。
可我并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只知要做一个人人夸奖的好孩子。



进入初中时，踌躇满志的我几乎在次次考试中名落孙山--偶
然?必然?这时我似乎觅到了什么--人生中未必只是平原!

不记得谁曾经说过：“人总是要有一些信仰。”每个人的信
仰都有所不同。当我们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我们会听到
那些自己在逃避的残酷的现实，这时的我们就需要一些信仰。
它好比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射到大地上总有一种暖暖的力量;
它又似黑夜中唯一的一束微弱的光源，明明知道总有一天会
熄灭却依然不遗余力;它还像冬日中最后一片绿叶，任寒风吹
打，仍骄傲地不肯屈服。

总有人说我们90后的孩子个性太张扬，青春太浮华，做事太
轻率，其实我们身上正是缺少了坚定的信仰，我们的心总是
在飞，总是在追寻着什么，却忘了其实我们要的不是没有，
而是我们没有在坚定我们的信仰。

信仰给予我们希望，让我们追寻梦想。信仰，是梦想的升华。
毕竟梦想只是局限于”想”，而信仰，却是一种催人奋进的
力量。因为它，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因为它，我
们了解了该如何努力才能达到目标，也正是因为信仰，人类
社会才会拥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

聆听使我们拥有信仰，信仰让我们找寻方向。

信仰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忠诚，乃真心诚意、无二心之意；信仰，是共产党人的灵魂，
是高举过头的信念。忠诚是一种信仰，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
党员，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忠诚之钙。忠诚与信仰犹如一
颗树，根不摇则叶茂盛，只有牢牢稳固忠诚的根基，信仰之
叶才会郁郁葱葱。战争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董存瑞、邱少
云为榜样的革命烈士，和平时期又呈现出大量以焦裕禄、杨
善洲为典型的优秀公仆。从井冈山点燃革命之火，到工农红
军抗击日寇保家卫国；从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到春天故事



换新装、中国大地旧貌换新颜……走进新时代。无数典型事
迹和先进人物点燃了忠诚和信仰的火种，照亮了神州大地。
共产党人的忠诚与信仰薪火相传，从未间断。考验一名共产
党员的信仰是否坚定，最根本的是看他是否忠诚，只有做到
了这一点，才能以信仰淬炼忠诚，以忠诚充盈信仰，才能为
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才能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目标添砖加瓦、保驾护航。

记得17年6月，当我踏进海北州西海镇原子城“两弹”博物馆
的门，我的心灵被震撼了，聆听着讲解员讲述一个个科学家
的感人事迹、凝望着一件件科学家使用过的陈列旧物，它们
仿佛在诉说着那段举世瞩目的辉煌历史。“常思奋不顾生，
而殉国家之急”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打破核大国的讹诈与垄断，
为了世界和平和祖国安定，老一辈科学家和广大科研人员义
无反顾踏上了这片荒无人烟、广袤无垠的金银滩大草原，克
服了极端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科研条件，隐姓埋名、舍生忘
死，用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创造了彪炳千秋的原子弹、氢弹
研制奇迹。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忠诚和信仰谱写出
高原大地“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
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精神。生在红旗下，长在新
时代，美好生活来之不易。要感恩党，感恩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无私奉献，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继承和发扬先辈
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革命优良传统，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前不久，当我登上西山山顶，仰望浦宁之珠，俯瞰省会西宁，
南北山绿树成荫、生态优美、气候宜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古城被南北山合抱，风大植被少、干旱雨水少，常年风沙肆
虐。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想到，如今眼前的这一切变化离不
开一个人，他，就是尕布龙，青海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
会原主任。他手握重拳不谋私，身居高位系民情。退休后，
他走上了治理南北山生态环境的历史舞台，组织让他担任两
山绿化专职常务副总指挥，从此，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这
两架荒山。十载义务劳动，汗水染绿荒山，临终前仍念念不



忘的是西宁的生态环境，要让南北两山真正绿起来。尕布龙
终身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是“时代楷模”，一心
为公；他是人民公仆‘大爱无私’，他是鲜红旗帜，迎风飘
扬在世界屋脊。面对这些青山绿水，面对前人的付出，我深
感震撼，俗话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在工作中要坚
定理想信念，才能破釜沉舟，创造出新的奇迹。

忠诚于党、忠诚于社会主义。这是每个党员最基本的道德标
准和政治信仰。要始终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
省委和厅党组保持高度一致；在理想信念上，高举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实际行动上，坚定不移地贯彻执
行厅党组统一部署安排，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确保
每一项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忠诚于人民。“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
社会的主力军。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牢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就是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
众之所难。用实际行动把民怨、民忧化解在一线、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奋斗！忠诚于事业。忠诚不
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忠诚，要体现在攻坚克难、干
事创业上。食品安全关乎民生大计、关乎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作为一名检测工作人员，要贯彻落实“科学、公正、准确、
及时”的质量方针，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兢兢业
业干工作、实事求是抓落实，争做新时代优秀的质量安全卫
士。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为党和人民交出
一份满意的答卷。争做新时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农牧工作者，为农牧民谋幸福，为农村牧区谋振兴。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把忠诚与信仰书写在前行的道路上、
火热的实践中，是当代年轻干部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使命。



信仰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在这本《种子的信仰》中，第一部分就介绍了种子的传播。
大自然总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达到它的目的。开头的那首儿
歌虽然简单，却也道出了许多种子传播的方式：靠风、靠动
物和人类“搬运”、靠自然炸裂传播以及水力传播等等。

文中例如“我观察到”“我注意到”“我发现”一类的字眼
特别多，可见作者真的是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个事情。
曾经我也心血来潮，拿着一本户外植物指南，想要去找找周
边树木的名称。可是去了一两次就不爱去了，因为按图索骥
找名字太慢了。看着叶子相似，花朵却不一样。看着花朵相
似，叶子却不一样。在这广袤的植物世界里，能静下心来观
察并得出结论，真是一件特别需要极大耐心的事情。

这本书也并不是像一般的工具书枯燥无味，并非总是按照观
察的先后顺序来陈述。而是从一连数年的许多观察之中，挑
出最重要的一些，然后以自然顺畅的顺序写出。

《圣经》上也有许多关于种子的比喻，比如说好的种子落在
哪里……芥菜种子的力量等等……当森林的资源随着时间衰
减，我们也无可避免地越来越确信种子的重要性。尤其在被
称为地球之肺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着火以后，我们不得不思索
种子的力量，思索人类生存的问题。而这本《种子的信仰》
也变得更为可贵。

第二部分讲的是《乡土的滋味》，大多人跟乡土的关系就像
航海家之于海上未知岛屿那样。的确，乡土是我们轻易去不
了的远方……这一部分作者介绍了许多果实，让我们透过这
些田野的语言，因此更能表达自我。

荒野，树林，果实，花朵，种子……太阳东升西落，空谷干
了又湿……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多了解种子的生命力和自然
的奇妙，更多的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信仰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确立看齐的思想自觉，坚定信仰信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牢记党员姓党、在党为党，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党课
信仰后的心得体会，欢迎大家阅读。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的一生便是一个不断学
习的过程，不论知识的获取，亦或经验的借鉴。通过学习，
空虚的心灵得到充实，迷惘的方向得到归正，胸中的疑惑得
到解答。学习是不断前进的源动力。

然而人的学习并非无需理由，每每因为何学习而驻留时，那
么便是一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的时刻—信仰。所谓信仰便
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等极度相信和尊敬，并将其
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教程。即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等的选择和持有”。青年时期是意气风发的年纪，热情似火，
不拘束缚。这是个美好而令人慕羡的年龄，却也是易于冲动﹑
无措迷茫的阶段。不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为什么需要。而信
仰便犹如一盏明灯，让每双眼眸都永葆清明。作为当代青年
学生，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终身信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以点滴之行，扬君子之道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选择与方向。

为了这一终身信仰，必须做一个有进取心的人。进取的人总
能积极地将自己置身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积极地应对各种
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而逃避现实，幻想在梦中长睡不醒，
甚至于避世的人，究其实质是以自我中心作为挡箭牌的。殊
不知这种消极的心态﹑怯懦的心理掩盖了心中积极进取的斗
志。我们深知“理想源于现实，但高于现实”，为此只有充
分地运用自己的进取心，才能在物质的﹑现实的生活中，为
理想﹑为信仰开辟道路。

而回观青年学生的学习现状，当奋发的热情在虚拟世界中沉



溺时，当热血激情在虚度中归于沉寂时，当曾经的壮志豪言
在挫折中却步时，进取心的加强则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坚定这一终身信仰，作为当代青年学子，理应树立终生
学习的理念。让知识丰富大脑，充实内心，从而不断地提升
精神境界。通过学习，培养自己各方面才能，向符合社会要
求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标准迈进。然而一切的“硬件资
源”最终都是要应用于社会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才得
以彰显，也只有在实践中，信仰才真正得到见证。

正如越崇高的事物，只有在底层中普遍存在并得到接受，方
能实现其真正的价值。而那些束之高阁的东西，在自视清高
的傲慢下，其存在的意义可见一斑!马克思主义源于群众，并
应用于群众，为群众所用，其存在的意义是促进和谐﹑美满，
实现共产﹑共享﹑共乐。而为这一信仰前仆后继的先辈们，
将永远值得后辈们铭记。而身为知识青年的我们，真心为明
确并拥有这一伟大理想信仰而倍感自豪!

信仰不灭，人生斗志将永无止息!

一是坚定政治信仰不迷失。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理性迷惘、
信仰动摇;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阳奉阴违、言是行
非;更有甚者“不信马列信鬼神”。这些人原本也是党的领导
干部，但由于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把理想信念和党章党规
丢到一边，最终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我。作为共产党人，
要坚持立根固本，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守对党和人
民的忠诚。

二是站稳政治立场不偏移。党章明确规定，共产党员要“对
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对党是否忠诚可靠，是衡量一个
党员干部政治立场是否坚定的重要标志。我们要时刻想到自
己进了党的门就是党的人，时刻不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
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跟党走，经常



地主动地向党中央看齐，与党中央对标，决不在党面前
装“两面人”、耍两面派，决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在大是
大非问题上同中央唱反调、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三是保持政治清醒不糊涂。政治清醒是领导干部政治成熟的
重要标志。党员干部保持政治清醒就是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
政治敏锐性，做到在重大原则问题、重大考验面前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作为党员干部，应当深刻汲取衡阳破坏选举案的
惨痛教训，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思想敏锐、眼睛明亮，善于
从政治上观察、分析、处理、解决问题，坚决抵制各种错误
思想影响，坚决同各种错误行为和不正之风作斗争，永葆共
产党人政治本色。

四是严守政治纪律不妄为。在党的所有纪律中，政治纪律永
远摆在第一位。一切与党中央离心离德、损害中央权威的言
行，都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所不允许的，都会遭到法
纪的严惩。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上，我将切
实做到“六要六不”：要听党指挥，不阳奉阴违搞自由主义;
要五湖四海，不拉拉扯扯搞团团伙伙;要与党同心，不口无遮
拦搞妄评乱议;要严守程序，不擅作主张搞先斩后奏;要敢于
担当，不推过诿责搞官样文章;要严管身边，不护犊纵容搞干
政牟利。

强化“四个意识”，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也是
党员干部讲政治的根本遵循。

讲政治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强化政治意识，一是要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二是要自觉遵守政治纪律和规矩。三是
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市政协开展的任
何履职活动，都必须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

讲政治必须强化大局意识。强调大局意识，一是要正确认识
大局。衡阳当前最大的大局就是发展。要坚持用发展来统一



思想，用发展来凝心聚力。二是要自觉服从大局。我们考虑
问题、开展工作，都要自觉将自己置于大局之中、融入大局
之中，坚持局部服从全局、个人服从集体、当前服从长远。
三是要坚决维护大局。就当前国情而言，维护大局就是要按
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发展。

讲政治必须强化核心意识。强化核心意识，一要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
伟大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党有成熟的领导集体，有坚强的领
导核心。二要执行党中央的决定部署。党中央提倡的一定要
坚决响应，党中央禁止的一定要坚决杜绝，党中央决定的一
定要坚决照办。三要维护这个核心。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必
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这个核心。

讲政治必须强化看齐意识。强化看齐意识，一是要向党中央
和看齐。向党中央看齐，就是要与中央对标，做到在政治上
坚定自信，在组织上服从安排，在作风上严守底线，在行动
上高度自觉。向看齐，就是要做到在政治定力、为民情怀、
敬业精神上向看齐，始终做到信仰坚定、夙夜在公、勤勉奉
献。二要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就当前而言，要
认真领会、全面贯彻党的和xx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把党中央定下来的事情抓实抓细抓好，做到“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三要向先进典型人物看齐。我们应当以雷锋、焦
裕禄、孔繁森等先进典型和身边的好同志为标尺，大力弘扬
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在学习先进中
砥砺党性修养，强化责任意识。

一、自觉增强政治意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党员干部自身建设的核心问题。党员
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正确的
政治立场，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人大工作保持政治定
力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把人大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是人大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必然选择。人大工作必须正
确找准角色定位，当好党委工作的依托者和分忧者，始终与
党委保持高度一致。

二、自觉增强大局意识，确保决策落地生根

要在深入思考中正确认识大局。党员干部要始终保持清醒头
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
站稳正确立场，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步调一致。要在明确定
位中自觉服从大局。服从大局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
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要在摆正位置中坚决维护大局。地方
人大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自觉做到决策上顺应大局，工作
上围绕大局，思想上配合大局，行动上保证大局。

三、自觉增强核心意识，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学习上要聚焦“核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做到全面认知、融会贯通、学以
致用，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政治上要
维护“核心”。要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
这个核心，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践上要彰
显“核心”。要在工作实践上彰显“核心”思想、理念和思
路，在落实决策部署上不讲条件。

四、自觉增强看齐意识，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确立看齐的思想自觉，坚定信仰信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牢记党员姓党、在党为党，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增强看齐的政治自觉，做政治明白人。
要通过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精神，完整理解、全面
掌握精神实质，将“看齐意识”内化于心，成为一种思想自
觉。落实看齐的行动自觉，做到知行合一。党员干部只有躬
身践行，才能知行合一，让看齐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谋



事创业要遵照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真正做到脚踏实地、
真抓实干。

信仰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学过“三有”教育理论后，我觉得作为教师，一定要有教育
信仰。

教育是需要信仰的事业，它也需要有教育信仰的教师。有教
育信仰的教师才能从他所从事的职业中体验到人之为人的意
义和价值，体验到人生最大的幸福。信仰教育并选择教育而
且把它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将使人在这一追求的过程中体
验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陶行知曾说：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
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教师是要教人
成人。要把学生造就成一种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什么人。
教人成人他必须自我成人，进而才能引导学生成人，而教人
成人不能没有教育信仰。因为“信仰是知识和实践行为之间
的一定的中间环节，它不单纯是知识，充满人的意志、感情
和愿望”，信仰“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是渗透在他全部体
验中的性格特征，信仰能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
信仰而生活”。

教育信仰作为一种内在精神然引导我们去追求人生幸福。对
职业信仰才有职业的乐趣，对人生信仰才有人生的幸福。正
是有着对教育的信仰，特级教师霍懋征才会以一个大学本科
毕业生的身份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一干就是60年，而她一生
从教的体会就是那六个字“光荣，艰巨，幸福”；正是有着
对教育的信仰，邹有云、盘振玉这样的教师才会在偏僻的教
学点、在大瑶山使自己与教书育人融为一体，使自己与学生
的成长融为一体。之所以有这样的.教育信仰是因为“我们深
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



力，使学生向上长。所以有教育信仰的教师，才是我们真正
学习的榜样，我们也才能从他们身上汲取到精神的营养。

如何做到有教育信仰呢？

教师的教育信仰首先是对人自身的信仰。我们倡导“以人为
本”，就是一切从人出发，人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教育
要以学生为本，教师是“人师”而非“经师”。教育就是要
使人成为人，使人的自由本性得以充分实现，使人的体力、
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协调、全面发展，使人具有完美的
人格，使人成为自由之人。这是一种“完美的人”，也是永
远无法完成的人。正因为无法完成，我们才会不断追求使其
完善，而这才是教育所信仰的人。信仰这样的人就意味着如
教育家蔡元培说的那样：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
专为将来。就意味着教育不是实现预定目标的过程，而是与
人一样不断成长的过程，从而使教育由“阶段性教育”走
向“终身教育”，成为终生解放人自由本性的教育。

教师信仰人自身，一切从人出发。那么怎样使人成为人？我
们相信教育的过程就是爱的过程，真正有效的教育只能是爱
的教育。凡是从教者只有具有无私的爱才能为教育殚精竭虑，
为学生呕心沥血。因为爱包含了给予、责任、关心、尊敬、
了解等积极的人性因素；爱引导“我”进入存在的深处并形
成个体人格；爱建构我和他人与自然的人性化联系。“深刻
的爱存在于从‘生存’到‘生存’的关系中，对于爱者来说，
一切‘实存’都变得人化了。

故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而“精神空虚、
思想枯竭、志趣低下、愚昧无知等绝不会焕发和孕育出真正
的爱”。陶行知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教师
信仰爱就是信仰生命本身，相信每个生命的希望和珍贵，相
信每个学生都有聪明的火花，都是可造之材，都值得自己花
费心血去培养。



有人说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有教育
信仰的教师他成为爱别人孩子的神。他全身心地爱学生、给
予学生，这种富于热情和智慧的给予使他从学生身上看到自
己的劳动成果以及直接来自学生的积极反馈，从而体会到付
出和给予的幸福。霍懋征老师从教60年，从没有对学生发过
一次火，从没有惩罚过一个学生，从没有向一个学生家长告
过状，从没有让一个学生掉队。这就是对爱的信仰！有爱的
信仰才能始终平等面对每个学生，并热情地关注他们的成长。
信仰爱就是无私地、孜孜不倦地为学生创造和给予，使自我
与学生成长为一个“人”。或许我们缺少的就是霍老师身上
的这种爱的精髓。

教育是灵魂的教育，教育本身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霍懋征老
师的学生说：霍老师教我们做人，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
来的。

有教育信仰的教师，要用自己的人格形成学生的人格，他用
爱使学生形成爱，他使自己与学生一起成长。我们作为教师，
要像霍懋征、邹有云、盘振玉、黄静华老师那样，像林崇德
教授那样，有教育信仰，如此才能使我们人生的意义得以体
现，才能使我们的人生得以升华，也才能使我们作为教师的
人生价值得以实现！

我们在做有信仰的教师的同时才会体会到职业的幸福，人生
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