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师工匠精神演讲稿(实用5篇)
演讲是练习普通话的好机会，特别要注意字正腔圆，断句、
断词要准确，还要注意整篇讲来有抑有扬，要有快有慢，有
张有弛。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

教师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一

一位大山深处的老伯到城里买了一辆自行车,让乡亲们羡慕不
已,他觉得很幸福很满足.可是许多拥有私人高级轿车的人或
许正因为自己的车没别人的高档而烦恼呢!

不少青少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可还在抱怨自己的衣服
不是名牌,自己的玩具、零食没有别人的多;一个孤儿或许正
在沿街乞讨,在为自己的温饱,为自己的栖息之地而伤神.

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却因一次小小的误会弄得反目成仇,不
欢而散;而一个亿万富翁,却独自坐在家中,没有朋友,为“剩
下的只有钱”而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比凄凉.

这样说来,我们每天不都生活在幸福中吗?我们每一天不都有
幸福存在吗?你没有感觉到幸福,那是因为你没有遭遇到比现
实残酷十倍、百倍的不幸.体验自己的幸福——回想一下往日
的不幸,才能体验自己的幸福;已经生活在不幸中,才会感觉到
昔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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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二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这些可谓是对教师的最美赞誉。其实，完全没
有必要将教师职业神化。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意识到，教师
不过是三百六十行其中之一行，教师不过是亿万普通劳动者
之一员。因为社会需要以及分工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职业，
每种职业都有其自身的特殊牲和不可替代性。教师的工作有
别于其它工作，确实很重要。“智育不好出次品，体育不好
出废品，德育不好出危险品”社会拒绝次品、废品和危险品。
教师面对的是一群懵懵懂懂的孩子，要把这些懵懂的孩子培
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塑造成社会有用之才栋梁之才。
离不开教师的精雕细琢，耐心打磨。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在经济改革中需要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教师从事的培
养人的工作，可谓是精细中之精细，在教师的工作中何尝不
需要倡导工匠精神?“教书匠”是社会对教师的戏称，在笔者
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也是工匠。
教育教学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教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一以
贯之的工作态度，态度决定效果，这正是我们积极推崇的时代
“工匠精神”。

我国的教育专家吕型伟有一个教育名言是，“教育是事业，
事业的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
育是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既然是事业、科学和艺
术，只有不懈的努力用毕生的精力才能获得事业的成功，才
能达到科学和艺术的高峰，教师的“工匠精神”不可以或缺。

“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在笔者看来，科
学发展日新月异，教师的这一桶水还要常换常新，最好是长
流水。其实，不仅需要教师有大量的知识和技能的储备，更
主要的是怎么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这并非易事。教师要
依据教育规律，根据教育实际摸索出最适合的方法，提高教
育效率和教育效果。众所周知，学生的智力水平和非智力水
平参差不齐，教育教学中并不排斥做必要的强化训练。教师
也有必要采用师付带徒弟的方法，手把手地教学生。人们总



结出，教育是一门慢艺术，需要小火慢炖，急不得，需要不
厌其烦，诲人不倦。教育不是一蹴而就，可能会出现“反
复”现象，教育不容浅尝辄止。

“校园无小事，事事皆教育。”一名教师，也是一名工匠，
必须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的
教育固然需要教育家，但更需要大量的一线教师。既然做不
了教育家那就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教书匠”，将“工匠精
神”带到工作之中，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教师学习工匠精神心得感悟3

教师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三

不是都认真去做了?面对每一个顾客我是不是始终保持饱满的
热情和友好的态度? 我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有待改进?我怎么
做才能提高我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我 是不是很受顾客欢
迎?我是一个称职的员 工吗?我是一个价值型员工吗?我在公
司 是无可取代还是无足轻重?我是不是应当 转换一下心态?
我是不是太急躁了、太急功 近利了? 在现实社会中，更多的
是听到员工的抱 怨!日复一日的抱怨只会打消工作的积极 性，
只能使你处于焦躁、忧郁、惶恐之中， 永远为看不清的明天
奔忙，外表强悍，内心 空虚!殊不知“牢骚太多防肠断，风
物长宜 放眼量” !

此书，我知道我错了! 从今往后，我要改正错误!我不敢奢望
要成为像稻盛和夫、乔布斯那样的一代巨 匠，但求能成为一
个普通的，在自己岗位上 勤劳、 敬业、 投入和全身心奉献
的普通工匠! 这也是付先生写此书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作为
一个销售员，首先我应该对自己所 卖的东西有一个透彻的了
解!如果自己都不 知道自己卖的什么东西，何谈销售?其次，
我要让自己慢慢爱上这份工作。



正如付先生 所说，把工作当成一种修行!我更喜欢把工 作比
喻成你的恋人，每天的工作就像是跟自 己的恋人谈恋爱一般
让人心动!让人倾心! 面对每一个顾客我要始终保持饱满的热
情 和正确友好的态度，不能说看见一个有钱的 就非常热心，
看见个没钱的就爱理不理!如 果这样做会伤害到顾客的自尊
心!再次，我 要了解顾客的需要，无论是物质需要还是精 神
需要，顾客的颜色、品牌偏好，他需要什 么型号的物品，比
如鞋码大小、喜欢什么颜 色、哪个牌子、顾客的担忧和顾虑
是什么、 如何解除顾客的顾虑。精神需要方面，我要给予顾
客足够的尊重与谅解，不能伤害顾客 的自尊心，不能说些带
有讽刺、嘲笑意味的 言辞，不能做带有鄙视意味的动作!总
之， 我要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充满了对顾客的尊 敬!我想这正是
“工匠精神”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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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工匠精神演讲稿篇四

公司推广学习“工匠精神”的.活动，学习后，我进行了，工
匠精神所需要的就日培育我们员工精益求精的精神。

先成为优秀杰出的“工”，每个岗位所在都日公司整体运行
中重要的环节，要保证自已在岗位的工作无差错，无托延，
需要耐心，细心各决心，细心了解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多
发问，多求知，做到胸有成竹，心中有底，决心克服工作中
遇到的难题，多取经，多探索，勇敢尝试，相信办法总比困
难多。

先成为一个自我升华的“匠”，如何在人力有限的条件下，
提升工作效率;如何才能在完成本职工作后额外完成力所能及
的细节，使工作流程更顺利;如何才能针对自身岗位的优劣现
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只有深层次的思考才能让个人



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与工作相辅相成，真正实现
从“工”到“匠”的价值升华。

我是从20xx年加入atl的，很荣幸分到实验拉，一直
在degassing岗位工作，在我们这边是样品的，所谓的样品就
是精品，是一个手工制作的工艺品，所以要做得比其他产品
更加完美，从调机到生产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完成，因为单小
品种多，有时候一个换好几个，当然就避免不了有些电芯比
较难做，机器比较难调，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我们的耐心
和细心了，对我来说，越是难做的电芯就越有挑战性，当一
个完美的品质的电芯从我手中流出，那种心情是无比的自豪，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当我们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跟它建立起一种难割难
舍的情绪，不要拒绝它，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有灵
气的生命体，要用心去跟它交流不仅仅是把工作当做赚钱的
工具，而是树立一种对工作的执着，对所做的事情和生产的
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这就是工匠精神!

教师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五

重拾工匠精神，对教师教育的启示有四。

一是尊重教育经验。

教育经验是教师在长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
对每个教师而言都带着自己的生命温度，而且不少经验还是
以教师或学生的某种牺牲为代价的，因而弥足珍贵。优秀的
教育经验是教育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将其全都
视为低级、片面、肤浅的，认为他们需要被理论知识覆盖和
替换。

尊重教育经验，首先要培育教育经验。教师要坚守育人为本
的职业精神，各项工作都应该以育人为目标。尊重教育经验，



还要延长教育实习时间。教育实习的定位主要不是基于技术
理性的将教育理论应用于实践，不是杜威所言的“理论教学
的工具”，而是通过实践形成教育经验。教育经验是长期积
累的结果，因此，教育实习时间要延长，让准教师逐步从边
缘到中心，从依赖到独立，从而在上岗前积累其独当一面的
经验。

二是推行师徒制。

教育经验弥足珍贵，但作为个人经验，它却依赖教师的肉体，
会随着某个教师的离职或离世而消失，“人亡艺绝。”因此，
教师教育必须重视教育经验传承。教育经验内含缄默知识，
其传承要靠“传、帮、带”，要落实到师徒制。

当前教育改革背景下，教育经验传承是否有价值?回答这个问
题，关键看我们坚持何种改革观。如若我们认为改革是“大
破大立”，甚至“全破全立”，那么经验传承当然是改革阻
力。可是，教育改革其实是渐进和连续的，从一定意义而言，
是不断地“穿新鞋走老路”。教育改革中，教育传统、教育
现实与理想的教育之间虽有差异，也有共性。因此，即使是
在改革，哪怕是转型性改革的背景下，我们都不能忽视和轻
视教育经验传承。

积极倡导共享的氛围，努力构建共赢的机制，师徒制才能发
挥最大价值。现实中确实有部分教师对公开教育经验有顾虑，
害怕“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愿跟同行分享
“干货”。有位教师曾跟笔者说，她找到了一个教化学某个
知识点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学生能够很快理解，而且在
考试过程中也极少遇到问题。可是，她不会将其用于公开课，
也不会告诉其他同行。可见，师徒制价值的发挥，在于共享
的氛围和共赢的机制。

三是彰显能力本位。



教师教育要重视(准)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要建构“能
力本位”的课程观和评价观。教育教学实践能力是教师的核
心技艺。其要义，简言之，就是会教且教会。可是，当前教
师教育课程与评价偏离了教师核心技艺。

这种偏离在职前教育阶段的表现是，教育理论课程重过实践
课程，导致准教师只是为考而学而不是为教而学;在职后教育
阶段的表现是，“研究”重过“教学”，导致教师只是为发
表而研究而不是为教学而研究。

建构能力本位的教师教育课程观和评价观，就是教师教育的
课程和评价都以核心技艺为中心。这意味着，教师教育课程
不仅要强化实践课程，而且理论课程也要紧紧围绕实践展开，
指向教师的核心技艺。教师教育评价应该以教师核心技艺为
基准，重点考查其“应会”，而不是“应知”。

四是强调“技进乎道”。

我国职前教师教育的基本思路是先理念，后技艺，试图让准
教师在还没有足够的教育教学经验的情况下掌握科学概念，
树立先进理念。这个思路，只能让准教师形成了“关于教育
的观念”而非“教育的观念”。因为，正如杜威所言，“思
想、观念不可能以观念的形式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当一
个人把观念告诉别人时，对听到的人来说，不再是观念，而
是另一个已知的事实。”

其实，正确的思路是先技艺，后理念，“技进乎道”。技艺
固然包含缄默知识，但也有可明言的规则，即技法。技艺学
习要从技法开始。教师教育中的技法，如操作程序、教学方
法、教学模式是教师教育的起点，是教师教育理念生成和创
新的基础。所谓教学有法，指教学是有特定方法的，教师必
须熟练掌握这些方法。

当然，教学有法无定法。所谓无定法，基于维特根斯坦的视



角，即对规则的使用本身无法还原为规则。换言之，教学本
身虽有各种原则和方法，但是这些原则与方法在特定情景的
具体运用，却无法还原为一定的原则与方法，必须借助教师
的判断力。

教师熟练掌握各种具体方法后，才能有更多时间与精力提升
关注层次，这时就要推动他们从对技法的关注提升到对艺术
的关注，达到“技进乎道”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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