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团队建设心得体会 时代楷模连钢创
新团队事迹心得感悟(实用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心得体会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
升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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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团队建设心得体会篇一

为何呼吁创办免费女子高中

20__年，在重病缠身的张桂梅奔走呼吁下，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关心帮助下，全国第一个免费女子高中——华坪女子高中
成立。

为什么要办免费女子高中?面对人们的询问，张桂梅也反复叩
问自己的初心。让她至今还阵阵心痛的，是22年前初中课堂
上，没来上学的女孩留下的空位。

1998年，张桂梅是华坪县民族中学初二班主任，一次上语文
课时，张桂梅发现有个座位是空的。“坐这个座位的李莉(化
名)哪儿去了呢?”张桂梅问。有学生说，因为家里穷，李莉
去爬树摘攀枝花准备去卖，不慎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张桂
梅听到后心痛不已。回忆起这件事，她告诉记者：“李莉那
黑黑圆圆的脸蛋，我现在都忘不了。”

同样在民族中学的一次课堂，张桂梅发现初三班团支部书记
林秀(化名)的座位空了，她因为家庭贫困辍学了。张桂梅走
了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去林秀家找她回学校，去了两次，脚
走肿了，终于说服了林秀和她父母，让林秀回校继续上学。
当年林秀没考上高中，张桂梅就鼓励她复读，让她在儿童之



家生活学习。第二年林秀终于考上了县一中，后来考上了大
学。

林秀和李莉的事让张桂梅震动很大，她常想：“我一个一个
地去找辍学的孩子，我能找回来几个?尤其很多农村贫困家庭
的女孩因难以承受高中经济负担而放弃上高中的机会，能不
能有一所免费女子高中，让贫困山区的女孩们读高中、考大
学，阻断山区农村的代际贫困?”这就是张桂梅当年呼吁创办
免费女子高中的初衷，也是她建校12年来苦苦坚守的信念。

12年来，在华坪女高毕业的1804位贫困女孩心中，张桂梅就
是一支照亮她们前路的蜡烛。

10月17日一早，记者来到华坪中心镇拉毕村村口，穿过一片
菜地，跨过一条水沟，顺着墙边的小路，走进女高毕业生李
小月(化名)的家。3年前李小月中考时，瘫痪多年的父亲
说：“只要能读女子高中，就能上大学，我就放心了!”李小
月如愿上女高时，父亲已经去世。“家里没有能力供小月读
高中，是女高免收学费、书费、住宿费，张桂梅老师每月还
给小月700元生活费，小月才能读完高中。”李小月今年考上
了普洱学院，母亲李良翠送她到普洱校门口。瘦削的李良翠
连连感叹：“小月今年考上大学，我正为上大学的学费发愁，
张老师又送来了1万元，凑够了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张老师很
伟大!没有她和女高的帮助，孩子读不了高中，也上不了大学。
”

在华坪县医院检验科，有一位做事风风火火的女检验师，她
叫高世婷，华坪女子高中第一届毕业生。在检验科值班室里，
高世婷对记者连声说：“没有张桂梅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喊她阿妈。”

20__年，家在华坪县兴泉镇兴泉村的高世婷初三快毕业时，
父母先后去世，家里只有弟弟和年迈的爷爷。她的中考分数
超过了县一中分数线，可没钱交学费。绝望时刻，华坪女高



开始招生，张桂梅接纳了她，不仅免学费书费，每月还补助
她300元生活费，还把她弟弟接到儿童之家生活。因为心里还
充满对父母去世的悲痛，第一次见到张桂梅时，她禁不住全
身发抖，张桂梅坐在她身旁，拍拍她的腿亲切地说：“别害
怕，好好学习!”此后张桂梅多次找她谈心，让她逐渐走出了
悲痛的阴影，当了班长，3年后考上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她在大学的学费、生活费都由张桂梅负责。大学毕业后高世
婷回华坪县医院工作，有了幸福的小家，还能赡养爷爷。80
多岁的爷爷常在村里自豪地对别人说：“我孙女在县医院上
班呢。”

云南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研究生李欣坪万分感慨地
说：“20__年中考结束，我很担心自己像同龄女孩一样，去
打工或是嫁人生子。庆幸的是华坪女高发来一份录取通知书，
改变了我的一切。正是张桂梅老师和女高其他老师的言传身
教，让我成为一个佩戴鲜红党徽的研究生。”

12年来，丽江市贫困山区许多初中毕业的女孩，都走进了华
坪女高的学堂，历届高中毕业生升学率100%，使1804名贫困
山区女孩圆了大学梦。其中今年高考创最好成绩，159个考生
中70人上了一本。“多数毕业生成为教师、医生、公务员和
企管人员，还有边防民警和海关人员。今年有2个毕业于华坪
女高的大学生自愿参军到西藏，现在全国各省市区都有我们
女高的学生了。”张桂梅很开心。

“张桂梅带动的不仅是华坪女高，还带动了全县所有学
校。20__年女高成立以前，全县中考升学率不到50%，20__年
就达到了90%以上，近8年来全县高考升学率在丽江市保持第
一名。”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说。

“每年寒假，春节前我去家访华坪本地学生，大年三十我和
福利院的孩子们吃饭，初一开始我就去华坪县以外的县区家
访，每届高三学生我都要尽量去家访。”张桂梅说。



“张桂梅5次来李小月家家访，每次走菜地和水沟之间的小路
我们都要搀扶她，她浑身病痛，走路越来越困难了。”华坪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告诉记者。今年2月初，因为疫情，学
校开始上网课，但读高三的李小月没有手机无法上课，张桂
梅花1600元买了智能手机送到李小月家里。“张老师身体不
好，还多次来我家里关心娃娃，给我们买被子衣服，给过年
钱，我对孩子们说要好好读书，懂得感恩。”李良翠说。

张桂梅的家访已持续12年，覆盖丽江各地山区约1552名学生
的家庭，行程11万公里。头几年，她常走山路家访，曾因过
度劳累昏睡在路旁;她常自己租车，骑过马和摩托，肋骨被颠
断了两次。后来县里就派车帮助她家访。

一次，张桂梅来到深山村寨一位成绩下降的傈僳族学生的家
中家访，这个女孩是全村第一个高中生，入学那天全村人送
行。学生的爷爷对张桂梅说：“如果孙女能上大学，自己就
是死了也安心。”张桂梅回答：“我一定让您的孙女成为村
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如今这个女孩已大学毕业，在她的影
响下，这个村里已经陆续走出了好几位大学生。

张桂梅12年来寒暑假的家访，让她对每个学生家庭的甘苦都
了然于胸。“我是班主任，可对每个学生的情况我还没有张
桂梅老师了解，因为每个学生她都去家访，学生和家里有什
么情况她会告诉我。”女高高三化学老师和德强告诉记者。

“张桂梅不仅影响了一所学校，还影响了丽江广大山区农村。
以前农村女孩早婚早育的很多，现在很少了，农村家长送孩
子读高中的意识普遍增强，我们开家长培训会，有5800多名
家长通过网络直播参加培训，多数是农村家长。”华坪县妇
联主席刘安平说。

“我们能吃苦，靠苦出来的!”张桂梅说。华坪女高实行半军
事化管理，学生们清晨五点半起床，晚上12点20分休息，每
周只有周日休息3个小时，把学生的学习时间用到极致，学校



的空间也用到极致，走廊墙上除红色教育宣传画外，都密密
麻麻写满了公式、定律。老师们周末固定上课，毕业班老师
每晚守到学生休息，而老师们没有加班工资。

女高的红色教育真能激励人吗?严格的管理学生受得了吗?老
师长期加班没有怨言吗?有人将信将疑。

“唱红歌当然能激励我们，刚入学时有些不适应，后来就感
觉到很能振奋精神，和英雄模范相比，这些苦不算什么。”
李欣坪回忆华坪女高的艰苦生活时说。每晚11时半下自习后，
毕业班学生回宿舍楼后都必须在走廊上做作业。10月16日深
夜零点，高一、高二的许多学生也自发地在宿舍走廊上做作
业。正在做作业的高一新生王芳告诉记者：“学姐都还在努
力，我要向她们学习。”

“红色教育为什么有效果?因为张桂梅老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她吃的苦最多，捐款最多，付出的心血最多。与她相比，我
们义务加点班不算什么。所以她说的话有号召力，大家都愿
意听。”在华坪女高坚守12年的教师张红琼说。

张桂梅长期身患心脏病、肺气肿等23种严重疾病，多次送往
医院抢救，如今她的手脚上贴满了止痛药膏，时常咳出血丝，
在校园里走路都很艰难，只能乘电动车。12年来，为了确保
每个学生的安全，她每天对校园每个角落巡查5遍。10月16日
深夜，记者跟随张桂梅巡查，她握着手电筒照明，颤巍巍地
扶着栏杆上下楼梯，查看每个房间时，她都要拔掉插座上的
所有插头;同学们快下晚自习时，她把楼梯间的每一个路灯打
开，“孩子们下楼跑得快，忘了开灯不安全。”她说。

张桂梅对学生看似严厉，但她身上始终散发着一种温馨的母
爱。下午五点半，张桂梅到学生食堂等候刚下课的学生，她
用手机和小广播播放红色歌曲，然后走到打饭窗口看学生打
饭，招呼同学们排好队。“我在看食堂打菜是不是打少
了。”张桂梅笑着说。学生吃完饭回宿舍，她又冒雨到宿舍



门口催促学生：“还有5分钟上课，大家抓紧时间洗脚。”看
着学生们匆匆走出宿舍跑向教室，她才满意地把宿舍大门锁
好。23时30分，她又来到学生宿舍门口迎接下课的学生，查
看毕业班学生在宿舍走廊自习情况。深夜1点，她才进宿舍休
息。

20多年来，张桂梅把自己得到的全部奖金、捐款和大部分工
资累计150多万元，都用来帮助女高贫困学生和儿童之家的孩
子们，用来弥补女高办学经费的不足。她退休后继续当校长，
只有4000多元工资，可她每月医药费就需要上万元。全国总
工会每年给她5万元治病，可她把这5万元都用于家访。她开
心地告诉记者：“我评了教书育人楷模，有10万元奖金，我
准备全部作为老师们节假日的加班补贴，不能让老师们总是
尽义务啊。”

办学经费困难是张桂梅的一大心结。女高每个学生三年学习
成本费用大约5.8万元，政府承担了很多，还需学校部分自筹。
可学校不收费，只能靠社会捐助和政府临时补助。今年7月，
市县政府支持成立张桂梅助学会以来，社会各界捐款有900多
万元，学校经济压力才得以缓解。

张桂梅还为一个心结焦虑，学校缺乏经验丰富的老师。10
月16日上午，她主持了一场面向全国招聘教师的面试，让她
很失望，只有两人符合条件参加面试，一人面试合格。“我
们还要继续招老师，我们一定要实现考上清华、北大的梦
想!”张桂梅坚定地说。她盼望社会各界在师资力量上给予华
坪女高更多的帮助。

63岁的张桂梅中年丧夫，没有子女，没有财产，但她并不孤
独。从20__年起，张桂梅一直是华坪县儿童之家院长，先后
有172个孤儿在儿童之家成长。在她心中，女高和儿童之家都
是她的家，孤儿们和2268个女高学生，都是她的孩子。每天
下午6时半，张桂梅都乘电动车来儿童之家看望孩子们，一到
门口，孤儿们都跑出来喊：“老妈!老妈!”大家亲热地搀扶



她下车，牵着她的双手，一家人说说笑笑地走进家门，她那
满是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创新团队建设心得体会篇二

在当代社会中，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许多学校成立了学生
创新团队。本文将从团队协作、问题解决、实践能力、创造
力和成长经历五个方面，分享我在学生创新团队中的心得体
会。

第二段：团队协作

加入学生创新团队，我深切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我们
的团队由各专业的学生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和优势，
通过合作，我们能够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实现协同创新。
团队协作还需要我们学会倾听，尊重他人意见，善于沟通，
以方便我们理解和解决问题。通过团队协作，我不仅学到了
如何与他人合作，更懂得了团队合作所能达到的力量和效果。

第三段：问题解决

参与学生创新团队让我学会了如何解决问题。创新项目中常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会陷入困境。但正是在这样
的挑战中，我们学会了不气馁，不放弃，积极寻找解决方法。
当遇到问题时，我们习惯性地进行分析和调试，通过多次尝
试和实践，最终找到问题的根源并解决。这个过程不仅培养
了我们的耐心和毅力，还让我们学会了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去
解决问题。

第四段：实践能力

学生创新团队是锻炼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在团队中，我们
不仅学会了理论知识，更注重将知识应用到实践中。通过实



际操作和实践，我们学到了许多课堂上无法学到的技能和经
验。我们通过创新项目，积极参与到实践中，不仅提升了自
己的实践能力，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思
维。

第五段：创造力和成长经历

参与学生创新团队，培养了我们的创造力。我们在项目中能
够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创新点子，通过融合不同的思维，
创造出独具个人风格的项目作品。这种创造力的培养不仅让
我们在学术上更加出色，更让我们在实践中更有影响力。参
与学生创新团队不仅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成长的经历。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懂得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锻炼了我们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了我们的实践能力，发展了我们的创
造力。这些经历都将成为我们未来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总结

通过参与学生创新团队，我获得了团队协作的经验，解决问
题的能力，锻炼了实践能力，培养了创造力，并且积累了宝
贵的成长经历。这些体会不仅让我在学术上更加优秀，更让
我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有竞争力。学生创新团队的经历将
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我相信这将对我今后的发展产生
长远的影响。

创新团队建设心得体会篇三

他出身农家，对土地和农民有深情厚谊，怀抱“让农民过好
一点”的朴素愿望，被人称为“农民院士”，而他自己
说“我就是一个会种庄稼的农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一位“顶
天立地”的农业科学家，一位脱贫攻坚主战场的奋斗者，一
位不忘初心、践行使命的共产党人。



一道考题，促使他攀登农业科学高峰

三十多年前的一道考题，冥冥之中决定了朱有勇为农业科学
奋斗的一生。

1982年，朱有勇参加研究生面试。后来成为他导师的段永嘉
问道：“追溯世界农业历史，依靠化学农药控制病虫害不足
百年，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生产中，人们靠什么控制病虫害?”

这一问把他问懵了。

那个年代，农作物单一品种大面积种植容易发生病虫害，致
使农药用量大幅增加，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粮食生产构
成潜在危险，水稻稻瘟病即为典型。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提出
了很多办法，但收效甚微。

1986年，朱有勇在云南省石屏县田间考察，偶然发现“当地
农民用杂交稻和糯稻间种，稻田很少发生稻瘟病”。难道稻
瘟病发病率跟水稻品种的多样性有关?循着这个思路，他开始
了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病虫害的研究。

此后10多年，他边研究控病机理，边进行了近千次试验，最
终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径。
20__年，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作为封面
文章发表，引起全球关注。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朱有勇研发的“遗传多样性控制水稻
病害”技术在全国推广6000多万亩，并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
科研一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物种多样性控制作物
病虫害”技术在国内外应用3亿多亩，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这两项技术都创造了显著效益，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
重要贡献。



创新团队建设心得体会篇四

20__年5月11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开港运营，在“中远法
国”轮作业中，桥吊单机效率达26.1自然箱/小时。国外自动
化码头的桥吊单机效率要达到25自然箱/小时，至少要开港1
年以上。

此后，连钢创新团队不断完善码头系统功能和作业流程，提
升作业效率。20__年12月3日，在“以星芝加哥”轮作业中，
他们一举创出单机效率39.6自然箱/小时的新纪录，标志着青
岛港自动化码头单机效率全面超越人工码头。

今年12月17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在“德翔普南”轮作业中，
创出桥吊单机作业效率47.6自然箱/小时，第六次刷新自动化
码头桥吊单机效率世界纪录。

在二期工程建设中，连钢创新团队没有简单复制，而是不断
突破自我。他们自主研发氢燃料电池组为自动化轨道吊提供
动力，不仅减轻设备自重约10吨，降低了设备机构复杂度、
设备维保量和维修费用，提高了发电效率，而且实现零排放。

“全自动化码头不是西方人‘专属’，他们能做到的，中国
人也一样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张连钢说。

创新团队建设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介绍学生创新团队的背景和目标（150字）

作为当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创新团队旨在培养和发
展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本文将探讨学生创新团
队的经历和心得体会，其中包括对创新项目的选择、团队协
作的挑战以及取得的成果和收获。

第二段：创新项目的选择与挑战（250字）



学生创新团队在实施创新项目之前，首先需要选择一个有足
够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主题。这要求团队成员具备广泛的知识
基础和高度的创造性。同时，项目的选择也需要充分考虑到
对社会的贡献和应用前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创新团队常
常面临技术限制、时间紧迫和资源不足等挑战，需要团队成
员之间相互协作和相互支持，以克服困难并取得成功。

第三段：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和挑战（300字）

学生创新团队的核心是团队协作，只有团队成员间的紧密合
作和有效沟通，才能达到创新项目的最佳成果。团队协作对
于学生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验，可以培养他们的积极沟通、
领导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然而，团队协作时也会面临一些
挑战，如个人目标与团队目标之间的冲突、成员间的意见分
歧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团队成员们的智慧和耐心，通过有
效的团队管理和沟通，调整和协调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使整
个团队向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第四段：取得的成果和收获（300字）

学生创新团队通过付出艰辛的努力和不懈的追求，最终获得
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一方面，学生们在创新项目中不断学
习和掌握新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培养了自信心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另一方面，团队成员们在团队协作中的互助和支持中，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团队精神。他们通过分享彼此的知识和
经验，共同追求创新和进步。这些成果和收获对于学生们的
未来发展和社会交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段：总结学生创新团队的意义和价值（200字）

学生创新团队是学生发展和成长的重要平台，它不仅提供了
实践学习的机会，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和沟
通技巧。团队成员也通过创新项目与现实社会相结合，为社
会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学生创新团队的建



设和发展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学生们也应该珍
惜这样的机会，不断努力和挑战自己，以不断提升自己的综
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总字数：12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