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
时代楷模张桂梅人物事迹(汇总7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
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
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一

师生：“我们的引路人”

“曾经我辞职了，但在如今这个团队里，我真正明白了，党
员就是要讲奉献，有作为。”陈建华说，当时来女子高中任
教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那时对社会对人生都充满
希望。可是，当时这里条件太艰苦，对老师管理太严格，刚
走出校园的他确实难以适应。后来，他辞职出去外省找了几
份工作，但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后来他想，学校虽
然劳累辛苦，但每天看着张桂梅老师忙碌的身影，听她讲党
章，跟着读老三篇，唱经典革命歌曲，身上有一股正气，人
生非常充实。“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状态，所以我回来了，
而且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对于我来说，重新回到
学校，还有一份感恩的心，感恩也是奉献的动力，这一切都
不是停留在嘴上的东西，都必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我不能
说我做到了，只能说我一直在努力做。”

“我既是女子高中第一届学生，现在又是女子高中的数学老
师。今天，我能够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是幸福的，我感谢
张桂梅老师，她是我们人生的导师和引路人。张老师叫我记
住，有一种精神叫艰苦朴素，有一种精神叫发愤图强，有一
种精神叫坚韧不拔，有一种精神叫感恩回报！”周云丽告诉
记者，10年前，华坪女高的两张录取通知书彻底改变了她和
姐姐的命运。姐妹俩都在华坪女高读书，如今，姐妹俩都成



为了人民教师，让她们的爸爸成为村里人人羡慕的小老
头。“每次打电话回家或探亲离家时，爸爸都要叮嘱：闺女，
好好教书，别忘了张老师对咱家的恩情！所以，只要女高有
需要，我就一定要回来，像张老师一样回报社会。”周云丽
说。

去年考入南方医科大学的邓婕和云南财经大学的郭晋霖都表
示，在女子高中接受的红色教育，以及养成的独立勤奋好学
的习惯，让她们在大学里受益终身。

女子高中建校初期，张桂梅在为募捐奔波，就在筹款很艰难
时，一个海外组织和台湾一个民间组织主动联系她，提出可
以每年为女子高中捐款十万元，附加条件就是把学生的个人、
家庭信息提供给他们，张桂梅坚决拒绝了。

2017年，一名学生考上重点大学，在申请贫困生补助时，因
不慎遗失相关资料没有及时补齐，耽误了资助申请。面临入
学资金压力，这名学生哭着找到张桂梅。张桂梅对她
说：“孩子，你已经考上大学了，其他的都不是事。相信老
师，老师来给你想办法。”最后，由学校对这名学生进行了
资助，学生得以顺利进入大学完成学业。

“有困难就找张老师”，这是学生们对张桂梅的信任，这种
信任，来源于张桂梅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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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全国夏季高考拉开大幕，一位熟悉的身影再度进入我
们的视线，她就是“燃灯校长”张桂梅。这是她第12年护送
云南丽江华坪女中的高三学子赴考场。12年考场外的等候折
射出张桂梅一生的坚守，她用“师爱”“母爱”“挚爱”的
全方位守护，彰显了育才园丁、党员先锋的时代楷模精神，
感动国人、启迪后进。党员干部要学习张桂梅的优秀品质，
做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开路者”“勤务员”“千里马”，



共同汇聚实现中国梦的“超燃”力量。

致敬“讲台上”的“师爱”，做不畏艰险、求真务实的“开
路者”，用双手托举希望。为帮助更多困难家庭的女孩子实
现人生理想，张桂梅历经困难、忍受白眼，成功创办了华坪
女子高级中学。既是校长又是老师的她身兼多门学科教学，
始终严格要求学业质量，在间帮助近两千名贫困女孩圆梦大
学。“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党员干部同样
要上好“吃苦”的“必修课”，要敢于到条件艰苦的山区去，
甘于到生活清苦的农村去。遇到困难是不能下意识地说“我
不会”，而要大声说出“我能行”，在经风雨、见世面中练就
“弄潮儿”的胆识、磨砺“急先锋”的锐气。

致敬“灯光下”的“母爱”，做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勤
务员”，用双肩担起责任。张桂梅以弱小的身躯克服重重困
难，每天早上5点起床、凌晨1点躺下，为孩子们缝补衣物、
准备饭食，从华坪女中走出的毕业生们依然亲切地称她
为“老妈”。“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人民
的一句亲切称呼、一个温情微笑，都是党员干部的无价之宝。
党员干部要到人民需要的地方去，潜心读懂悟透“民生经”，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扎实办好民
生实事，以工作实效取信于民，以平常心对待个人得失，发扬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做好人民群众强大的后盾。

致敬“考场外”的“挚爱”，做笃行不怠、持之以恒的“千
里马”，用双脚丈量征程。“人要有一种不倒的精神”是张
桂梅的“座右铭”，一双贴满膏药的手、一条家访路上磨破
的裤子、满目殷切关怀的眼神，是张桂梅十多年如一日的坚
守模样，更是勉励党员干部坚定信念的灼灼力量。“逆水行
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在奋进新征程的路上，不存
在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党员干部要擦亮理想坐标，不
能对待工作以“三分钟热血”，而要倾注进一生的真情，常存
“敬畏心”“进取心”，保持“进行中”“不断电”的强
劲“续航能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行稳致远、跬步千里。



“张桂梅精神实际上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体现，也是党
性和人性光辉的体现，还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丽江市委书
记崔茂虎说，丽江市将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践行好张桂梅
精神，以她为榜样，推动丽江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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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从小穷苦的她，以前愿望是
“走出大山赚大钱〞，但女高改变了她的想法。大学毕业后，
周云丽考取了宁蒗县城的中学老师岗位。听说女高缺数学老
师后，她毫不犹豫放弃了县城工作放弃了正式编制，来到女
高做代课老师，一年后才转正。

“老师老了，我们长大了。〞周云丽说，“我们要继续她未
竟的事业。〞

“我一直就在她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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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们渐渐承受了张桂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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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场就不敢喝水，担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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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随时照顾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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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智能手机容易坏，怕换手机后这些号码会丧失〞。

她的衣服很土，有些是别人买给她的。她去参加党的十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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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今年的你39岁，丈夫病故父母离世无儿无女身处异乡，
你是选择庸庸碌碌虚度剩下的人生，还是在奋斗之中书写新
的人生华章?39岁的张桂梅选择了化悲哀为力量，扎根小城华
坪20余载，把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通过爱心倾注到当
地的教育事业之中，带着1600多名贫困女学生走出大山，撒
播下希望，用责任和担当书写了新时代的“小城大爱〞故事



传说。

爱心。“我要用有限的生命有限的力量为孩子们多做点事。〞
朴实无华的语言下，蕴含着张桂梅对山区贫困学生最深沉的
爱。她把家访当常态，10余万公里的山路被踩在脚下，成
为1500多户家庭走访的“垫脚石〞，为的就是减轻“山里人
出趟门不容易〞的负担，理解到每一个学生最真实的情况，
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作为基层党员
干部，我们就是要把一颗爱心融化在群众的心田，尤其是对
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要通过日常生活交往，和
他们建立友谊，从心底打破隔膜，详细理解掌握他们的真实
意愿，在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中，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坚决。“党员在，女高就有办下去的希望。〞刚刚成立之初
的华坪女高，师资紧缺学生家底薄，被认为是一所“绝对办
不下去的学校〞。但张桂梅却不信这个“邪〞，带着8名老师，
其中6名党员，佩戴党徽上课，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把党
员老师们内心的澎湃激情转化为坚决信念，造就了独特的丽
江华坪“女高精神〞，华坪女高也逐渐成为当地学生家长向
往的学校，教育教学成绩日渐显著。张桂梅和学校的党员老
师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成功需要无比坚决的信念，我们要从
她身上汲取精神养分，对于选准了的方向认准了的事，要敢
抓敢管敢作敢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奉献。面对接踵而至的各项荣誉，张桂梅始终保持着入党之
初的那份初心，把自己微薄的工资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和收养
孤儿，把70多万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贫困山区，一条洗得褪
了色的'牛仔裤一件很老气的花衬衫一双旧旧的黑皮鞋一副厚
厚的近视眼镜，是伴随她多年的“行头〞，生活非常清苦。
她所有的心思都奉献给了自己最热爱的教育事业。对她来说，
“让最底层的百姓看到希望，让所有的孩子享受教育的公
平〞，奉献理所应当。面对“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华民
族谋幸福〞的历史使命，我们要以张桂梅这样的典范为标杆，



对标对表，学习她们身上无私奉献的品德与情怀，立足本职
岗位，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干劲，不讲条件不计得失，
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一点一
滴的做出我们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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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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参加党的十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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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自己的十七大党代表证、五一劳动奖章、奥运火炬和毕
生的荣誉证书，全部捐给了县档案馆。她说：“我的一切都
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奉献给党和人民的还远远不够。”

时代楷模张桂梅个人事迹材料【10】

对此，为保障新招收100名学生的安全，张桂梅便带着全校的
女老师和学生一起走进了教室，利用桌椅晚上搭成简易“宿
舍”，白天教学，晚上休息。同时，又安排学校里的男老师
在教学楼的楼梯间搭起“木板床”，轮流值守校园安全工作，
全体教师为学生筑起了安全保障第一关。

当张桂梅决心要创办女子高中之时，便知其一路坎坷，在这
样的环境里，全校仅有的17名教职员工中有9名相继辞职离开，
100名学生有6名提出转学，这些情况让创办女子高中初期本
就步履维艰的张桂梅更是雪上加霜。



只招收贫困家庭女孩?免除学杂费的办学制度?女子高中能否
办得下去?面对社会上的质疑声，张桂梅鼓励大家：“留下
的8名老师中有6名共产党员，只要党员在阵地就在，女子高
中这块教育扶贫阵地一定守得住。”

张桂梅说过这样一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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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即使遇到再多的挫折，她也没有放弃建立女子中学的
决心。

9月，在张桂梅老师的不懈努力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
各界的支持与帮助下，全国惟一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华坪女子中学终于顺利成立。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五

记得以前上学时读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这句诗的时候始终不太明白这是怎样一种境界，觉得好像除
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母亲就没有其他人适合用这句诗来形容。
等到去年在网络平台上看到张桂梅的感人事迹之后方才明白
这句诗所表达的境界。有些人的光芒，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为了让学生们考出好成绩，她每天早上5点起、凌晨1点多才
躺下，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一切费用全免。她将自己挣得每一
分钱都投到了这些孩子身上，甚至提前预支了自己的丧葬费。
在这整整12年的时间里，在她的帮助下1800多个贫困女孩走
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然而，命运似乎从来没有眷顾
过她。多年的劳苦奔波使张桂梅积劳成疾，身患20多种疾病，
这些病痛一直折磨着她，她却不想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治病上。
她说她也想过有自己的生活，只是有一天，干着干着就把时
间忘了，把自己的生活忘了。她说，当她走进大山，走进这
些孩子当中的时候实质上象征着她也走进了贫穷，当时的她



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就想着干一两年，结果没想到自己一陷
进去就拔不出来了。她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亲人，没有家。
她把那些孤儿和大山里的孩子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把学校当
成家，把教育当成终身的事业，她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体面与
尊严，为大山里的孩子们奉献着，燃烧着自己。

或许有人觉得张桂梅太过严厉与苛刻，但其实她比谁都更清
楚更明白，读书对于贫困山区的女孩意味着什么，她又比谁
都更心疼孩子们，1800多个大山女孩们背后是1800多个家庭，
这可能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最真实写照吧。这样的奇迹背后，
却是张桂梅和所有的女高的老师们，锲而不舍、坚定不移、
无怨无悔、甚至不顾生死的付出。她很伟大，她的故事，让
我们许多人为之感动，我们感动于她的坚守与执着、奉献与
倔强。

我就在想大山里到底有什么魔力吸引着她？到底是什么让她
如此执着？是什么让她有用不完的力量和勇气？是什么支持
着她不放弃一路向前，一步都不肯后退的燃烧着自己？她说
是因为共产党员的信仰。记得入党誓词里面有这样一句
话：“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张桂梅用自己的行动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誓词。她用自
己高尚的精神品质，顽强的意志履行着她的誓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指引者
我们。她以及和她一样的人们用自己的行动倔强而又坚定的
告诉我们，原来这世间还有一些人肯舍命燃灯，为那些身陷
泥泞，苦苦挣扎的人照亮前进的方向。她就像一朵花儿，美
丽芬芳。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用在张桂梅身上恰
到好处：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她对工作的
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我们要学习毫无自
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
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



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让人欣慰的是，因为张桂梅事迹的感召，许多年轻人纷纷汇
聚，投身祖国的教育事业，一起传递她的精神。只要人人都
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六

张桂梅是一名贫困山区基层教育工作者，她是丽江市华坪县
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也是华坪县儿童福利院
（华坪儿童之家）院长。坚守贫困地区40多年，她全身心投
入深度贫困山区教育扶贫主战场。

张桂梅说：“我那个班里几乎都是山里的少数民族，这些学
生真的是很穷，他们冬天就穿一两块买的塑料凉鞋，我不知
道这个地方怎么会这样，我真想进山里去看看”。山区的`贫
困刺痛着张桂梅的心，她开始意识到，帮助贫困山区女孩获
得教育，才能有效的阻断家庭的贫困，她开始四处奔波筹款，
克服种。种困难，建成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

学校建成后，她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立
校之本，把理想信念作为育人之基，用红色教育树人铸魂，
让1600多名贫困山区女学生圆梦大学。20xx年华坪儿童之家
（福利院）成立，张桂梅又成了许多孩子的“妈妈”，给予
了福利院孩子无私的呵护。福利院孩子吴思思说：“每天晚
上妈妈因为工作忙，几乎整天都在学校，但她还是会每天抽
时间回来看我们。妈妈每次回来对着我们都是甜甜的微笑，
我们就会感觉特别的温暖。”

张桂梅先后荣获：“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十大女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百名优秀母亲”等荣誉称号。将一片丹心奉献给了她热爱的



地方。她说，“就是要解救山里的孩子们，因为我是党的一
员，还是想为这片土地做点事。”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张桂梅事迹心得体会篇七

认识张桂梅老师是因为微博上的一篇热搜，这篇热搜的主题
为：张桂梅拒绝当全职太太的学生捐款。这条热搜爆发后，
大家各抒己见，有赞同的，也有对其抨击。但是张老师的发
声却让人深思，她说：希望山区女孩读书改变命运，树立远
大理想。自此，张老师经常上热搜，有过更多的人关注她，
更多的人关注这个山区里的普通女高，更多的人关注山区教
育。

而每每看到对于张老师以及这个学校的报道后，每次都让我
感到震撼。一位正直年华的大学生，在山里深深扎根四十余
年，从教几个孩子的年轻教师，到建立一所女高的鬓白校长，
见证她深耕教育的默默年华。而她创造的教育奇迹，也值得
我们深思。

一、为教育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

改变大山里女孩的命运，这是张校长决定办学的初心。她用
自己的肩膀挑起了偏远地区女孩的读书梦，给她们搭建了受
教育的平台，为她们铺就了改变命运的道路。她用一棵树摇
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起另一个灵
魂的教育唤醒，坚守初心，实践教育大爱。

二、为教育事业坚守的平凡日常

64岁的张桂梅身患多种疾病。即便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连
爬楼梯都十分吃力，但每天清晨，她都会坚持同一件事，5
点15分，坐着宿管员的电动车来到教学楼为学生们开灯。她
说，姑娘们怕黑，我提前把灯打开，她们就能安心晨读。



通女高，更多的人关注山区教育。

而每每看到对于张老师以及这个学校的报道后，每次都让我
感到震撼。一位正直年华的大学生，在山里深深扎根四十余
年，从教几个孩子的年轻教师，到建立一所女高的鬓白校长，
见证她深耕教育的默默年华。而她创造的教育奇迹，也值得
我们深思。

一、为教育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

改变大山里女孩的命运，这是张校长决定办学的初心。她用
自己的肩膀挑起了偏远地区女孩的读书梦，给她们搭建了受
教育的平台，为她们铺就了改变命运的道路。她用一棵树摇
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起另一个灵
魂的教育唤醒，坚守初心，实践教育大爱。

二、为教育事业坚守的平凡日常

64岁的张桂梅身患多种疾病。即便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连
爬楼梯都十分吃力，但每天清晨，她都会坚持同一件事，5
点15分，坐着宿管员的电动车来到教学楼为学生们开灯。她
说，姑娘们怕黑，我提前把灯打开，她们就能安心晨读。

这是一种坚守的力量，是一种奉献的担当;也是千磨万击还坚
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更是“老师学生一起苦教、苦学，就是
把命搭上，也要把学校办出名堂”。张桂梅校长用她坚守、
用敬业、用奉献铸就每一个平凡的教育日常。

为教育事业塑魂的精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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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华坪女高的校训，而不仅仅只是校训，它是激
励山区女孩儿们的精神之魂，读书必需立志，志立才能够走



得更远。而这里的女孩儿在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理念之下，
在这里树立的`远大志向，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
观，才能走向更美好的远方。

张桂梅校长是平凡的教育者，更是英雄。“平凡英雄”点燃
了火把，未来需要更多有坚定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精神的我
们接过火把，如她一样，做一棵崖上的桂，化一朵雪中的梅，
续写伟大事业的新篇章!

学习“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事迹心得

张桂梅——“奇迹女校长”的事迹，着实令人感动。疾病缠
身的她，创办华坪儿童之家，让172个孤儿有了温暖的家;创
办华坪女子高中，让1800多个女孩免费学习考进大学。

张桂梅校长被授予了“时代楷模”的称号，我想，她的伟大
之处，在于——

她始终记得党对教师的重托，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培养
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她扎根贫困地区，排除万难，想尽一切办法，坚定要办一所
免费女子高中。

她教会了大山里的女孩用知识改变命运，阻断贫困的代际传
递，她用生命托起了大山的希望。

她始终不忘育人初心，无数次家访、一家家沟通，让所有适
龄女子都来免费上高中，尽管有的学生基础非常薄弱，张校
长仍然能做到，该受教育的，一个都不能少!

她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她对于教育倾注了自己的一切，工资、
健康。对于工作中的苦与病痛，她认为自己可以忍受，能够
坚持，而且必须坚持。是真的伟大。



张校长在颁奖台上，这样说：其实孩子们应该感谢我们党，
人民和政府，以及女高的教师。如果说是党和政府的支持让
女子高中从无到有，那女高的教师就是让学校蓬勃发展、生
生不息的源泉。张校长还说，这份荣耀还属于千千万万的教
育工作者们。

“四有”好教师明确了要求：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也有仁爱之心。

我们要始终坚信，每位学生都有想要进步的追求，我们教师
要做的，是要帮孩子明确正确的目标，并克服自身的惰性，
始终朝向他的理想迈进。

我们要始终坚信，每位学生都需要被尊重，不吝啬我们的赞
美，同时要保证我们的逆耳忠言，要想方设法让学生心理认
可，让他感受到，老师是真心为了他好。

我们要始终坚信，没有任何一个学生会不佩服有扎实学识的
老师，如果你是一个上课妙趣横生，有丰富的具挑战的学习
活动，那我们的学生也一定会深深被课堂吸引。

其实，无论“四有”好教师的标准，还是“弘雅”教师的要
求，都时刻提醒我们不辱使命，坚定前行。这前行路上虽
然“乱花渐入迷人眼”，但披荆斩棘、乘风破浪都是我们的
标签，做一个满腹正能量的教育工作者，用希望之光，照亮
每一个弘雅少年的追梦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