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师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演讲稿(模板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幼师的工匠精神篇一

“制造精神”“工匠精神”这些鲜活的字眼，频繁出现在我
们的报纸和微信上。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种精神又
有何种强大的力量?带着这一串串的疑问我如饥似渴的翻开了
《工匠精神—向价值型员工进化》一书。

作者付守永先生所阐述的“工匠精神”，它是“一种精益求
精的态度把热爱学习的精神代代相传”。本书从工匠之魂，
工匠之道，工匠之术等方面，告诉我们“不仅仅是把学习当
作赚钱的工具，而是树立一种对学习执着、对所做事情和生
产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告诉我们“打工的
状态并不可怕，打工的心态很可怕”。读到这，我陷入了一
阵沉思。

腊月28，回到老家，路过大伯堂屋前，我热情的喊着大伯，
走进他的屋子，大伯在做木凳子，我不懈的说“大伯，您直
接去市场上买几个塑料的小凳子，不就得了，干嘛还费这事，
都过年了”。他笑了笑“孩子，我干了半辈子的木匠了，家
里的桌椅板凳都是自己做的，都用半辈子了，多耐用，多结
实”说完只见他拿着鲁班刨一遍又一遍刨着初成型的板凳面，
凳脚;拿着刚尺和碳笔在凳面上比划着凳脚的开眼位置。

“孩子，就说这鲁班刨，左右用力要均匀，速度要快，还要



一推到头，否则刨出来的面就不平。”在我看来，真的没有
必要费这么大工夫去做几个凳子。而对于做了半辈子木匠的
伯伯来说，从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是他对手里木工活的热爱，
还有对自己产品质量的胸有成竹的满足。他笑起来眼角隆起
的皱纹告诉我，他内心是踏实的，是执着的，他是在用心打
造手中的工艺品—“木凳”。

这一情景就像一束阳光，它照进了我的内心。记得，13
年3——4月在底盘厂学习时，面临着人员的大量变动，复杂
的底盘和轻卡的混线生产，导致我班组里的骨干们连续近1个
月加班至11点过后。那时感觉，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那段
时间每天回家都是筋疲力尽，但是思想上一直很执着的相信:
明天会更好，明天要好好干。 14年3月，我应聘进入了营销
公司，刚开始不适应这种宽松和自主，感觉再也没领导为了
拉动生产节拍而逼你开线催你生产，虽时常加班再也不用熬
到晚上11点了… …这一切，就像来到了天堂。

慢慢的，被关在内心深处的的魔鬼“另一个自己”出现了。
在空闲的时候我会去想“自己的工资和职位也没什么大展进，
年复一年的这样干着，究竟为什么啊?同学介绍的某某公司那
岗位，月薪多吸引人?”在学习中，会去想“怎样选择捷径去
更快的成长啊?怎样做事会又快又省，尽快完成领导交代的任
务啊?这事做了，领导会满意吗?”整个人总是无意中想到了
九霄云外，又无意中被现实拉回了生活。前段时间部长让我
给总经理送个报告，我送完迅速回来答复部长“领导出差了，
报告放他秘书那。”真想欣喜自己办事真利索，可随后部长
又问“你问过领导什么时候回来啊?报告大概什么时候签好?
你打算什么时候取?”就是送文件这么一件小事，都有许多值
得关注的细节，我不禁脸红的发烫。

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我相信有那么多年轻人在的路上
有过和我一样的幻想和惆怅。因为我们内心是功利的，是浮
躁的，我们喜欢去做一些投入一点就能立刻看到回报的事情。
或者领着公司一年发的数万元薪水不愁吃不愁穿的混着，对



照书中描述的打工心态，这种心态太可怕了。

2、请那些像我这样在混日子或打算混日子的小伙伴们，赶快
清醒过来。不要觉得自己在给别人打工，如果你混十年就算
公司损失百万，那这点钱对公司来说又算什么呢?而这十年对
我们来说，那就是生命!

年轻的朋友，我们对美好前景要敢大胆的去憧憬，我们也要
按捺住内心的焦躁、忧郁、惶恐;我们要用一种执着、精益求
精的工匠态度积极的面对学习，将学习中的任务当做工艺品
去雕琢，相信学习、生活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充实和美丽。

幼师的工匠精神篇二

暑假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工匠精神》，这本书给我的感触
让我震撼，看完后我的心至今不能平静，直到现在为止我的
心也在为它而悸动。

人，活着，目的只有两个：工作与生活。这两者，必须有一
个要先行在成长的路上。

阅读了《匠人精神》一书，结合书中的“匠人须知30条”以
及自己对工匠的一些理解，得出感悟：“匠人精神”，每位
员工应有的追求!

五月，一波生产小高峰已经来临。目前，整个制造部也都沉
浸在浓厚的“工匠”文化氛围里，走进生产车间，你会看到
到处贴有制造部“寻找我心目中的工匠”活动的横幅。
如：“工匠，从尊重一事无成，毫无成就的自己开
始!”、“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
做，你就是赢家。”等等。是的，这就无疑给“工匠”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对每一位员工工作上作出了更高的标
准和规范。



“工匠”活动从4月初启动，到目前的有感征文，这一路走来，
让员工对“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有了全新的理解与认识，
同时，树立了员工的严谨、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精神和信
念;让员工知道要立足于本岗位，刻苦钻研，敢于挑战，不断
追求进步，以及增强自身责任感和工作使命感。

人，为什么要追求“匠人精神”? 为什么要有“工匠”一样
的精神?

有“工匠”一样的精神才会去为此而拼搏，去奋斗。有句话
是这样说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的，这
句话本身没错，但是，当将军的前提是你得当好士兵了之后
才有可能当上将军啊!每一位员工其实就是自己的“工匠”，
是自己的“将军”!主管里面也有优秀的工匠，经理层面也可
以评选优秀的工匠，乃至公司的老板，也要有“工匠”的精
神，同他pk的就是整个通信行业之间的竞争与较量。

有“工匠”一样的精神才会让我们的产品打一场持久战，企
业与员工才能生生不息，共同长存。现在的社会是“大数
据”时代，对于企业来讲，就是“大质量”时代，质量就是
企业的生命线。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去买德国的手
表?去买日本的马桶盖?就是因为他们所作出的产品质量过硬!
其实这里面所折射出的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

岗位没有高低，职位不分贫贱，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工也能把
事情做到极致。装配、焊接、物料、测试、维修、检验等等，
各岗位都涌现出了一批“英雄”，一批“工匠”。他(她)们的
“工匠精神”值得学习与传承。

人，活着，工作与生活，必须有一个要先行在成长的路上。
只要我们发扬工匠的精神，努力工作，我们就能将生活过上
我们所想要的样子。



幼师的工匠精神篇三

就目前的大环境下，个人和企业都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截
止20xx年，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
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为什么这些
长寿的企业扎堆出此刻这些国家，是一种偶然吗他们长寿的
秘诀是什么呢结果是他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神——工匠精神！

说到工匠精神，我第一个总能想到瑞士手表。百达裴丽、朗
格、劳力士、江诗丹顿这些顶级豪表，全都产自瑞士。一块
手表价值千万，却有让人不得不服的理由：小小机械表壳里，
能有744个零件，最小的细如毫发。一个顶级表匠全身心投入，
一年只能制造出一块。这样的一丝不苟，让瑞士手表成功地
从日用品变身奢侈品，百年不衰。

而我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高铁速度世界第一，拥有的大学
生数量世界第一，却生产不出一个小小的圆珠笔笔珠;德国人
口只有我国的1/17，却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这是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遇到的尴尬处境。西门子公司总裁说：“精益求精
制造产品，是我们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精益
求精的通俗解释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依靠这
种精神，我国才能生产出更多与制造业强国质量同样过硬的
产品，创造出世界闻名的中国品牌。在新经济中，制造业与
服务业正在实现融合，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样需要工匠精神，
工匠也同样需要创新精神。许多人叹惜中国产品是一流产品、
二流包装、三流利润，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不会长期存在价廉物美的产品，超额利润永远是对产
品创新的奖赏。激励万众创新需要有严格的绩效考核机制，
重赏创新成功者，宽容创新失败者，坚决杜绝“干好干坏一
个样、遇到问题绕着走”的现象。

很多人认为工匠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其实工匠有着更
深远的意思。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精益
求精。工匠不必须都能成为企业家。但大多数成功企业家身



上都有这种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不是口号，它存应在于每一个人得身上和心中。长
久以来，正是由于缺乏对精品的坚持、追求和积累，才让我
们的个人成长之路崎岖坎坷，组织发展之途充满刑荆。这种
缺乏也让持久创新变得异常艰难，更让基业常青成为凤毛麟
角，所以，在资源日渐匮乏的后成长时代，重提工匠精神、
重塑工匠精神，是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

最后，期望大家把博实扛在肩上，产品放在心中，一步一个
脚印的走下去，祝福博实早日实现自己的企业愿景！

幼师的工匠精神篇四

暑假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工匠精神》，这本书给我的感触
让我震撼，看完后我的心至今不能平静，直到现在为止我的
心也在为它而悸动。

人，活着，目的只有两个：工作与生活。这两者，必须有一
个要先行在成长的路上。

阅读了《匠人精神》一书，结合书中的“匠人须知30条”以
及自己对工匠的一些理解，得出感悟：“匠人精神”，每位
员工应有的追求!

五月，一波生产小高峰已经来临。目前，整个制造部也都沉
浸在浓厚的“工匠”文化氛围里，走进生产车间，你会看到
到处贴有制造部“寻找我心目中的工匠”活动的横幅。
如：“工匠，从尊重一事无成，毫无成就的自己开
始!”、“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
做，你就是赢家。”等等。是的，这就无疑给“工匠”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对每一位员工工作上作出了更高的标
准和规范。



“工匠”活动从4月初启动，到目前的有感征文，这一路走来，
让员工对“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有了全新的理解与认识，
同时，树立了员工的严谨、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精神和信
念;让员工知道要立足于本岗位，刻苦钻研，敢于挑战，不断
追求进步，以及增强自身责任感和工作使命感。

人，为什么要追求“匠人精神”? 为什么要有“工匠”一样
的精神?

有“工匠”一样的精神才会去为此而拼搏，去奋斗。有句话
是这样说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的，这
句话本身没错，但是，当将军的前提是你得当好士兵了之后
才有可能当上将军啊!每一位员工其实就是自己的“工匠”，
是自己的“将军”!主管里面也有优秀的工匠，经理层面也可
以评选优秀的工匠，乃至公司的老板，也要有“工匠”的精
神，同他pk的就是整个通信行业之间的竞争与较量。

有“工匠”一样的精神才会让我们的产品打一场持久战，企
业与员工才能生生不息，共同长存。现在的社会是“大数
据”时代，对于企业来讲，就是“大质量”时代，质量就是
企业的生命线。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去买德国的手
表?去买日本的马桶盖?就是因为他们所作出的产品质量过硬!
其实这里面所折射出的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

岗位没有高低，职位不分贫贱，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工也能把
事情做到极致。装配、焊接、物料、测试、维修、检验等等，
各岗位都涌现出了一批“英雄”，一批“工匠”。他(她)们的
“工匠精神”值得学习与传承。

人，活着，工作与生活，必须有一个要先行在成长的路上。
只要我们发扬工匠的精神，努力工作，我们就能将生活过上
我们所想要的样子。



幼师的工匠精神篇五

今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中，让人耳目一新。
读了本报7月16日刊登的陈小城先生的《重塑“工匠精神》”，
觉得深受启发，亦想一吐为快。

工匠精神是对科学精神的回归，是对浮夸、浮躁风气的当头
棒喝。马克思告诉我们，“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
只有那些在陡峭的山路上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人，才有可
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我国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引用
率却只有千分之几。曹雪芹一生就写了一本《红楼梦》，却
能传诵千古。何解?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有浮夸的风气，我国
不是没有工匠，说起工匠，我国的工匠也不在少数。

世人皆知赵州桥，它由隋朝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当今世界
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单孔敞肩石拱桥。在漫长的
岁月中，虽然经过无数次洪水冲击，经历过无数次风吹雨打、
冰雪风霜的侵蚀以及八次地震的考验，却安然无恙，巍然挺
立在清水河上。

我国古代出色的建筑家、土木工匠们的祖师鲁班。当今土木
匠们用的手工工具，都是他发明的。两千多年以来，他的名
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

这些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工匠，在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更
应以工匠前辈们为榜样，让工匠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
使其成为中国制造的内在支撑。

再者，我们放眼世界，来看看德国的制造业。在欧债危机的
大背景下，欧洲各国经济哀鸿遍野，唯有德国一家风景独好，
成为欧元区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针”。为何“德国模式”能
够胜出?究其根本，除了德国完善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严格
的金融监管外，牛气十足的制造业是其抵御欧债危机的铜墙
铁壁。无论是帐篷、钟表、桥梁，还是汽车、火车、轮



船，“德国制造“处处蕴含工匠的精益求精之处，让产品大
致具备了五个基本特征：耐用、务实、可靠、安全、精密。

由此可见，“德国制造”的光环并非与生俱来，“德国制
造”之所以强大，与德国政府的“工匠战略”密不可分。正
是有了政府政策的支持，促进了中小企业的稳定发展，保障
了德国的大量就业，使德国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有
效缩小了贫富差距，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吝惜地说，“德国工匠”们的努力帮助国
家很好地抵御了欧债危机。

回归当下，工匠精神对现实社会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工匠精
神，能唤醒民众，注重从小事做起，踏石有印、抓铁有痕，
形成讲实效、务实不浮夸的社会氛围。即使在平凡的岗位，
只要有工匠精神的存在，也一样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在当今
这样一个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这种完全不惜时间与精力，
也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做专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实为难得，
应予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