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张桂梅的事迹心得 感动中国人物
张桂梅事迹心得感想(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张桂梅的事迹心得篇一

“我人生的价值在于改变了一代人，不管有多少数量，只要
他们过的比我好，我就满足了!”这是张桂梅校长在接受采访
时说的一段话，她的一生贡献给了教育事业，作为一名知识
的传播者，她是伟大的，无私的。看完了她的事迹，也让我
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更深刻的反思。

我出生在云南的一个边陲小镇，所幸，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但在我身边也有过同样的事情发生，我清楚的记得我的一位
初中同学，没有上完初中就回家了，她的家在云南的一片山
区里，后来我在朋友那里得知，她是回家结婚了，家里给介
绍了一个对象，所以只能放弃了上学的机会，那时对于我来
说，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现在想来，也许那个同学的一
辈子就被圈禁在了大山深处。

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并没有太大
的实际意义，我也还没有明白知识是如何能改变人命运的，
但是，现在的我，在错过了最好的学习环境和最佳的学习时
间后，我明白了，还记得高中时，我妈妈也常和我说让我好
好的学习，不要一辈子就蜗居在一个不大的城市，以为自己
所处的这一片天空，就是整个世界。那时的我处于青春的叛
逆期，干什么都要和父母对着来，现在我也曾不止一次后悔
过当时没能早点懂事，没能听父母的好好学习，但是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人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踏入教育这个圈子是我没有想到过的，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
候，我也有想过要读教育，但是在父母的劝说和自己对于未
来的迷茫下，我放弃了，而是选择了在当时看来似乎比较吃
香的计算机系，走进教育的圈子，也算是偶然，在大学时，
朋友介绍我去做一个兼职，是市教委给的一个初中生科学实
践课程，我当助教。有一次，因为安排上的失误，有两个孩
子没有安排老师上课，负责人让我临时带两次，那是我第一
次作为一个老师上课，课后的成就感是巨大，后来我开始在
不同的机构做兼职，毕业后来到了高思，也算是正式走入这
个圈子。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做教育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肩负着教育
强国的重担，一开始，我也想亲自和学生们传授知识，但是
我自身的能力限制了我，后来我想，给学生们介绍适合她的
老师，能够从侧面帮助到也是好的，一开始这个工作确实给
我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特别是在家长找我，说老师特别好，
孩子有提升的时候，这种满足感上升到了一个极点。进入教
育行业，我的初衷就是想让更多的孩子学到更有用的知识，
让他们的未来有更多的选择性，这样就够了。虽然我们是以
营利为目的，但是确实帮助了一些孩子不是吗?但是当这份工
作给我带来满足感的同时，也有家长的投诉和谩骂，我也动
摇过，也想过要不要继续下去。但是今天这则新闻给了我很
大的冲击，张校长在创立学校之初，也遇到过很多的困难，
也有过很多人的不理解，但是她为了心中的信念坚持下来了，
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影响的不只是一代人，起码是三代人
会因为读书而改变自己的未来，我感受到了教育强国的重要
性。

北京的教育环境确实比一些山里的环境好了太多，给我们的
感受自然也没有山里老师那么强烈，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想，我们肩负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同时
也是肩负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希望和信赖，更肩负了教育强
国，国家兴亡的使命感。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而
我们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是少年强的重要一环。我们的力量很



弱小，小到可能对一个孩子的未来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但
我们的力量也可以很强大，只要被家长和孩子们信赖，我们
同样可以改变千千万万个孩子的未来。

我还记得小时候的第一位语文老师，那是一个从大城市来的
语文老师，很漂亮，普通话也很标准，正是在她的教育下，
我的普通话没有大多数南方人的口音，那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也记得我的最后一位语文老师，一位有着几十年教龄的老
教师，我是他的最后一届学生，也是他告诉我，年轻就要敢
拼，敢闯，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会有着我意想不到的精彩。
这两位老师都在我人生的重要时期对于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更加记得去年的高思年会，年会上须老师向我们展示了高
思和其他一些边远学校的合作，也带着我们的产品走遍了中
国的每一寸土地，也告诉我们有无数的孩子可以享受和北京
同样的教育资源，对于北京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没有什么稀
奇的，但是对于那些孩子来说，可能就是开启了人生的另一
扇窗，人生因此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人们常说一个词——言传身教。我想新闻里那个想考到东三
省的女孩，也是受了张校长的言传身教吧，不想自己的人生
以后局限在一个地方，想要有很多的精彩，能看到，她说起
目标时，眼睛里都是有光的，是对未来的期待。作为一个教
育工作者，我能做的还是太少，我也许不能影响一代人，但
是我能努力做到影响身边的人，不忘教育的根本，也不忘我
的初心。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教教那些孩子，也想有
一个亲自改变他们的机会，也想亲口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有
多精彩，从思想上改变他们。

这篇新闻给我的感触太多，有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借
用公司的一句话——始而初心，十而用心，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张桂梅的事迹心得篇二

张桂梅是东北人，17岁来到云南开始支教。后来和丈夫一起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一中任教。

张桂梅说：他们把我救活了，我活着能干点什么，我就想干
点事。

张桂梅怀着感恩的心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很快的，
张桂梅发现班里的本来就少的女学生总是突然时不时地就不
上学了，对此张桂梅决定去大山里家访寻找原因。

张桂梅趟过泥泞、蜿蜒崎岖的山路，带着满身的泥土终于找
到大山深处里的人家。她很惊讶地发现，她的姑娘(张桂梅对
学生的爱称)竟然被父母嫁出去了，要知道，她的姑娘才十几
岁啊。

张桂梅一个一个找到学生的家里，表示：“我不要你们钱，
姑娘我是一定要领走的。”张桂梅就这样凭着自己微薄的工
资，养着班里几十个学生，让他们不因为贫困而辍学。

后来，张桂梅意识到只凭自己的帮助是行不通的，还有许多
的女孩被困在了大山里，十来岁嫁人、生孩子，一辈子就和
农活打交道。

于是，张桂梅决定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因为办学校需要
资金，张桂梅就拿着办学校的资料，自己的身份证，像乞丐
一样上街乞讨，就对别人说：“我想办一所女子高中，你看
能不能给我一点钱，五块十块，两块都行的”人们都认为张
桂梅是骗子，批评她说：“你有手有脚的不去干活，你还来
这里骗钱花。”

社会人士争相捐款给张桂梅办免费女高，政府拿出一百万元
支持，并承诺学校办学费用由政府财政报销，办学工作由教



育局领导负责。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全国上下的支持下，张桂梅心心念念的
免费女子高中终于在成立了，取名为华坪女子高中。张桂梅
担任校长，并吸引来了其他十六名教职员工。

第一届总共招生100人，由于入学无门槛，学生的基础很差，
基本知识要从小学、初中补起，教学进度十分不如人意。这
完全出乎了张桂梅的预料，张桂梅说：“我想学生这种读书
的机会很少，很不容易，你努力学就行了”

旁人对女高的看法就是：能上职大就行了，不要求太高

张桂梅不服气：我的学生最少都要上本科

在这片很大很大的大山里，读高中的费用是很昂贵的，他们
祖祖辈辈第一个高中生就在这里，他们孙女上了高中，他们
就觉得自己后代能光宗耀祖了。

张桂梅回到学校组织老师们开会说：“学生最少上二本，你
们干就干，不干走人!”学校总共就16名教师，其中9名教师
提出了辞职申请。

在女子高中的学生们眼里，张桂梅是魔鬼、是周扒皮。

，华坪女中第一届毕业生96人参加高考，本科上线69人，综
合上线率达100%

在这11年里，张桂梅身体每况愈下，由于肺气肿、小脑萎缩
等十多种疾病，，张桂梅由于胳膊疼得抬不起来，从教学一
线转移到了后勤工作，她即是学校的校长也是后勤、保安，
白天保护学生们的安全，夜里检查宿舍熄灯情况，排查安全
隐患，每天还拿着小喇叭叫学生们起床。



张桂梅的事迹心得篇三

那是大约20年前的一天。山路边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她手里拿着镰刀，身边放着一个破草筐，呆呆地望着另一座
山头。张桂梅看见了，走过去问她：“你怎么了?”女孩回答：
“我想读书，但是家里没钱，给我订婚了，收了彩礼要让我
嫁人。”张桂梅找到女孩的父母试着劝返，说：“你们只要
把孩子交给我就行，学费生活费都不用你们管了。”可即使
这样，女孩的母亲仍坚决不同意孩子回校读书，甚至以死相
逼。张桂梅无奈，只好把女孩留了下来。

怎么样才能救救这样的女孩子呢?这个难题久久萦绕在张桂梅
心头。

当时的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出了名的“好老师”，还兼任
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的院长，是数十名孤儿的
“妈妈”。

当老师，张桂梅发现“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们不
读书的理由多种多样：为了给弟弟交学费，姐姐被父母勒令
退学回家干农活或外出打工；因为收了彩礼，十几岁的小姑
娘也要准备嫁人了。当“妈妈”后，张桂梅又了解到儿童之
家孩子们的身世，他们的母亲有的因杀死家暴的丈夫而获刑，
有的因落后错误的分娩观念而死亡，留下孤苦无助的孩子。

“培养一个女孩，最少可以影响三代人。如果能培养有文化
有责任的母亲，大山里的孩子就不会辍学，更不会成为孤儿。
”一个现在看来依然有些“疯狂”的想法在张桂梅心中越来
越清晰：“我想为这些大山里的女孩建一所免费的高中！”

为了这个“疯狂”的梦想，她开始四处奔走筹款，风吹雨淋，
被冷落，被唾骂，却只筹得一两万元。直到2007年，张桂梅
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赴京参会期间，一篇题为《“我有一
个梦想”》的采访报道让更多人理解了张桂梅的女高梦。



2008年，在中央和各级政府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
子高中。

华坪女高首届共招生100人。她们大都来自山区，多数没有达
到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还有一些孤儿残疾学生单亲家庭学
生父母残疾的学生和下岗职工子女。但只要是女孩，只要还
想上学，华坪女高都向她们敞开怀抱。三年后，她们中有96
人坚持到最后参加高考，全部考上了大学。自2011年有首届
毕业生以来，学校综合排名连续10年位列x市一区四县榜首。

张桂梅的事迹心得篇四

张桂梅扎根云南贫困山区40多年，推动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免
费女子高中，从创建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以来，已帮
助1600多位女孩圆梦大学校园。而这一次的热搜，却是争议
颇多。事情是一个华坪女高的学生，在毕业几年后，带着老
公和孩子回到学校，拿了很多钱说要捐款。结果张桂梅校长
生气地说“滚出去”，女学生问张校长，是不是你嫌弃我没
能力?张桂梅直接说：“是，家庭那么困难，我们把你供到现
在，你反而当起了全职太太，指望男的养你啊?女人必须要靠
自己!”

原本把自己的人生全压在另一个人身上就是很愚蠢的事情，
这世上，最可靠的永远是自己。且更不用说，她教出来的那
些女孩子，原生家庭并不好，往后要是离婚了，不仅自己没
有经济实力支撑，娘家也无法给她依靠。她对学生们很严格，
不仅是因为她知道女性的处境，更因为她的学生都是大山里
的女孩，她们要改变，需要付出更多。大山里的教育资源本
来就不多，许多人家宁愿砸锅卖铁供成绩不好的儿子读书，
也不愿意花钱供成绩优秀的女儿读书。女孩们除了读书，还
得做家务、干农活、带弟弟。



张桂梅的事迹心得篇五

她是xx华坪女子高中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
长张桂梅，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十佳师德标
兵。2020年10月，x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向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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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
传说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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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