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张桂梅等先进事迹师德师风演讲稿
师德师风张桂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模

板5篇)
演讲稿是演讲者根据几条原则性的提纲进行演讲，比较灵活，
便于临场发挥，真实感强，又具有照读式演讲和背诵式演讲
的长处。那么我们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张桂梅等先进事迹师德师风演讲稿篇一

记得有位教师说过:“谁爱孩子，孩子就爱谁”可见，爱是通
往教育成功的桥梁。纯真的爱心是“施爱”的基础。有人说:
一切的教育方法，一切的教育艺术都产生于对幼儿无比炽热
爱的心灵中。因此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应该做到爱孩子。刚
接触孩子，他们纯真的笑容感染了我，因此对于一些童趣十
足，忧伤大雅的举动我总是宽容对待，欣赏他们的可爱之处，
保护他们珍贵的自尊心。

真挚的情感是“施爱”的前提，教师真挚、深厚的情感可以
发出强大的爱流，有利传导，教师把心里的情感用语言、行
为表达出来，师生间通过精神的交流达到思想的感情上的联
系和信赖，教师真挚的情感在幼儿的情绪上就会产生共鸣。
打开幼儿的心扉引导他们走上一条充满自信，充满欢乐的人
生大道，这比什么都重要。

尊重幼儿是“施爱”的关键。尊重幼儿的人格，尊重幼儿的
感情，有礼貌的对待幼儿。严厉的责备和不适当的批评都会
招来失败，甚至导致师生的对立。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强，对
他们的的教育方法是:避开严厉的直接批评、尽量和风细雨，
说服教育。



了解幼儿是“施爱”的途径。教师对幼儿的情况要深入了解，
对幼儿的心理变化要细致观察，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以更好地
接触到幼儿情感的点子上了，这种接触点就像是个突破口，
它往往是教师传授爱的门路。老师用心去多方面地了解幼儿，
然后适时地进行鼓励，这可能改变幼儿的一生，毕竟，一个
人人品好、城实、最可贵。

教师生活在幼儿中间，深知幼儿需要教师的关怀与爱护，而
喜欢得到这种师爱的并非是一个或几个幼儿，而是所教的全
部幼儿。但教师只有一个，时间和精神有限，这就必须调动
集体力量，通过集体力量，通过集体关心，使幼儿感到温暖，
相互影响、帮助、扩大和深化师爱的作用。

魏书生老师说:“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却很大很
大。”教师是在广阔的心灵世界中播种耕耘的事业，这一职
业应该是神圣的，愿我们以神圣的态度，在这神圣的岗位上，
把属于我们的那片园地，管理得天清日朗，使我们无愧于孩
子，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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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等先进事迹师德师风演讲稿篇二

作为一名基层教师，我认真的参加了本次学习和活动，通过
系列学习，我对教师师德师风在工作中的重要性有了一些新
的认识，对自己今后工作中应该强化的一些方面也有了粗浅
设想。

一、应进一步重视自身的道德形象，追求人格完美，重视教
师职业的特质修养和个性魅力，有更高的人文目标。教师的
一言一行，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学生，教育着学生。一名
称职的教师要以对历史、对社会、对家长、对学生高度负责



的精神，努力做好教书育人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工作。

二、行风成败、师德树否，建立在教师良好的业务素养之上。
教师春风化雨、言传身教的技艺、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的爱，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不仅能够提高教育质量，
也会促进学生的成人和成才，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人格形
成、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的拓展。

对我而言，不喜交流、不善沟通是我的短板，这也是业务素
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将在工作中，强化专项技能。因为教
育不仅是认知过程，更是情感交流过程，师生情感交流是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教师心里有了学生，学生就愿意
和教师在一起，且有亲近感;教师尊重，理解，关心学生，学
生就将更尊重老师，师生诚坦相待，心心相印。

三、现在整个社会都希望学校能契合时代要求，真正意义的
与时俱进。这是对我们学校的重大而长期的挑战。教学硬件
设施、教师业务能力、学校办学理念等方面都与社会期待有
一定的距离。我作为其中一个分子，必须办好螺丝钉的角色，
从细处做起，全方位打造自己的师德形象;从实处坚持，通过
阅读拓展教学视界。

师德心得

张桂梅等先进事迹师德师风演讲稿篇三

为了使教师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树立新时期教师形象，学
校组织教师学习了《教师行为规范》手册，重审对教师的各
项要求，组织座谈，交流学习心得，并用《教师行为规范》
要求，来规范教师行为。下面就是我的学习心得：

虽然做一名职业教师也十多年了，可每每读到“教师道德”



这一词语，都不免会惊醒端坐，如芒刺在背，不敢有些许的
懈怠。十多年了，而我却愈发地感到了这一词语的深重，乃
至感觉到——神圣!

不断地扪心自问，还是觉得“良心如枕”，来形容我的境界
比较恰当，清白的良心如同一方温柔的枕头，伴我教书，还
有育人……教师道德是教师的灵魂;师爱是师德的灵魂;师德
是教师职业理想的翅膀……教育是一方充满理性的天地，也
是一片饱含情感的空间。姑且从理想境界的高度，来谈师德
的高尚要求：

1、师品，德高为师。教师的工作是神圣的，也是艰苦的，教
书育人需要感情，时间、精力、乃至全部心血的付出，这种
付出是要以强烈的使命感为基础的。

2、师智，学高为师。要培养高水平的学生，要求教师学识渊
博，学业精深。个性鲜明的教育教学风格，把握教育问题的
高超艺术，和谐感人的师生关系，无不闪现着现代教育思想
的智慧之光。

3、师能，技高为师。一是要有科学的施教知识，深入学习教
育学、心理学、教育方法等方面的知识，把教育理论的最新
研究成果引入教学过程，使教育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高度
完整地统一起来。二是熟练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的操作和应用。
能够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恰当有效地选择教学方法和方式，
直观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使教学知识传授与创新思维结合
起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三要有创新的精神。
积极开展教育和科学研究，探索新的科学的教育模式，在耕
耘中拓宽视野，在执教中提炼师艺，升华师技。

4、师表，身正为师。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是思想教
育者和道德示范者。我国汉代哲学家杨雄说：“师者，人之
模范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则从，其身不正，虽令
不从”。教师不仅要有这种做人的威望，人格的力量，令学



生所敬佩，还要以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积极
地影响和教育学生，使他们健康成长。正如奥地利教育哲学
家马丁。布贝尔所说：“教师只能以他的整个人，以他的全
部自发性才足以对学生的整个人起真实的影响”。教师应把
言传和身教完美结合起来，以身作则，行为示范;热爱学生，
关心学生，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仪表端庄、举止文雅，以自
己的言行和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

“高山仰上，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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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梅等先进事迹师德师风演讲稿篇四

教育是拔掉穷根、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可以有效阻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为了帮助困难家庭的孩子通过知识摆脱贫困、
改变命运，张桂梅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滇西深度贫困山区，
无私投身教育事业，帮助无数大山里的女孩圆了大学梦，创
造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

贫困地区大多存在教育短板，常常会陷入“越贫困越不重视
教育，越不重视教育越贫困”的恶性循环。过去一段时期，
受自身教育水平和认知的限制，一些贫困家庭对子女教育重
视不够，尤其是女孩的辍学现象非常严重。在“女孩子如果
有文化，她可以改变三代人”等理念的支撑下，20多年来张
桂梅执着地投身教育扶贫事业，既“雪中送炭”又“授人以
渔”，帮助1600多个农村贫困家庭改变了命运。“如果说我
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
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张桂梅的这句表白，
让世人看到了她的力量来源。

张桂梅的力量，来源于她对教师职业的崇高信仰。一名好的



教师，可以影响学生的人生，张桂梅便是如此。她仿佛黑夜
里的灯盏，照亮了贫困学子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成长之路。在
全省各地，还有许多像张桂梅一样的老师，在三尺讲台上默
默耕耘，坚持用知识温暖孩子的心房，用梦想点亮孩子的希
望，用行动改变孩子的命运。教育，不仅能帮助孩子们学习
知识、增强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带来观念上的改变。

张桂梅的力量，来自于她对教育扶贫的深刻认知。教育不仅
仅是为了传授文化知识，更是立德树人的重要工作。为了让
贫困山区的女孩有受教育的机会，她每年寒暑假都会深入大
山做家访，把“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带进大山;为了让孩子
们都有成才与出彩的机会，她默默付出，辛苦耕耘，帮助学
生们铺平前行的路。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不仅改变着
学生个体的人生轨迹，更为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作出贡献。

为梦想燃灯，为希望开路。张桂梅就像一盏灯，点亮孩子们
的内心世界;像一团火，温暖孩子们的心房;像一颗星，启迪
孩子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像一面旗，引领孩子们奔向更美
好的未来。向张桂梅同志学习，我们要牢记初心、不忘使命，
积极主动作为，立足岗位建功，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张桂梅等先进事迹师德师风演讲稿篇五

上海交大一位普通老师晏才宏的命运，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
这位被许多学生评价为“碰到过的最好的老师”，因为没有
论文，没有科研成果，直到去世一直是个讲师。可是学生却
希望高校多一些这样“问心无愧”的好讲师。和研究机构不
同，大学最基本的功能还是教书育人。能考上大学的自然都
是可造之材，能不能通过大学的学习成为真正的人才，关键
就在于老师的指点。能够得到名师的循循善诱，往往可以收到
“胜读十年书”的功效。

其实要把一堂课上好并非易事。已故的北师大校长陈垣曾感



慨，自己研究数月的成果有时还不够一堂课来讲。中国新闻
史专家方汉奇讲了多年的中国新闻史，史实早已烂熟于胸，
但每次上课前依然会认真准备两个小时，增加最新的发现与
感想。为了考证民国初年黄远生被害的真相，他去美国访问
时曾专门到旧金山;为了了解邵飘萍在日本的流亡生活，他也
曾到日本查寻，力争接近历史的真实。研究成果放到教学中，
更令学生耳目一新。

现在相当一批教师对教书不感兴趣，导致教学水平下降。对
于一些老师来讲，课可以少上或不上，但论文不能不写，科
研不能不搞，而且在有的学校， 5 搞科研可以折算成课时，
课时却不能折算成科研。讲课凑合了事，误人子弟，受害的
是国家的未来。

说到底，学生才是教育的服务对象，学生满意的教师才是好
教师。教师潜心科研并没有错，学校鼓励教师从事科研也没
有错，但让教学上有成就的老师坐职称的冷板凳，这让人心
寒。所以，有人建议要像鼓励科研一样鼓励教师上讲台，可
以制定教学、科研两类考评指标，由教师自愿选择。选择以
科研为主的老师，课可以少上一点;而选择以教学为主的老师，
论文就不用写太多。当然，如果处理得当，大学的教师是可
以将教学与研究都做得很好的。曾经听清华的老人讲起朱自
清先生。他是当时清华中文系的系主任，是名教授，又是大
散文家，却亲自教中文系最基础的写作课，亲自为学生改作
文卷子，碰到写得好的习作便亲自修改并推荐给有关的报刊
发表，对待学生像一团火一样。在完成教学、处理好系里杂
务的同时，他还继续语言学、美学、文学史的研究，并且不
间断地进行文学创作。

桃李满天下，薪尽火相传，对于教师，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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