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工匠精神心得感悟(模板7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大家想知道怎
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工匠精神心得感悟篇一

公司推广学习“工匠精神”的活动，学习后，我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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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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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心得感悟篇二

昨天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对南航徐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
源与动力学院党委副书记—徐川老师)进行了两学一做的典型
宣传报道，而且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把
中国高校一位大学辅导员老师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写的一篇
文章《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专题报道，这在我
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60几年发展历程中，前所未有。

面对央视记者的镜头，徐川老师回答说，自己也没有想过这
篇文章会火，自己完全没想到。我想，这源于徐川老师在平
时对待学生工作中的用心，专注，执着的追求精神。

今天结合川哥的文章，结合两学一做，结合辅导员工作，来
谈谈辅导员的工匠精神确实很有必要。工匠精神，我脑海闪
现的第一个影像便是庖丁解牛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庖丁的厨
师，用了19年的时间专注解牛。(注意，不是杀牛哦)这个故
事出自先秦·庄周《庄子·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
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
刀騞然，莫不中音。”梁惠王问：“你解牛的技术怎么竟会
高超到这种程度啊?”庖丁回答说，我凭精神和牛的接触，而
不用眼睛去看，依照牛体本来的构建，用很薄的刀刃插入有
空隙的骨节。十九年了，我的刀刃还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
的一样锋利。我想，这很好的诠释了工匠精神的。



高校辅导员一般都有很丰富的学生管理工作经验。这方面毛
主席说过：实际工作的经验很可贵的，但这是偏于感性的或
局部的知识，还不是理论的普遍的知识。经验主义者满足于
局部的经验，缺乏理论，因此很容易被装出马克思主义面孔
的教条主义所吓唬和俘虏，成为他们的助手。这对高校辅导
员工作提出了警示。需要高校辅导员在工作之余，一定要加
强自己的理论修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的经典著作，不断加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提
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才能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需要高校辅
导员做到一切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
克服主观主义，做好深入学生，服务学生的调查研究工作，
只有能把心沉下去，才能把辅导员工作做好，把学生工作做
实。

在我看来，辅导员的工匠精神首先需要结合《高等学校辅导
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对照职业功能中之一(思想政治教
育、党团和班级建设、学业指导、日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
教育与咨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
与就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研究)，认真做好，专心做好，努力
做好。其次是需要在工作中多想，独立思考，去掉盲从，才
能有创造性。最后是坚持。坚持是一种品质，遇到困难，失
败而不轻言放弃，不退缩的优秀品质。

文档为doc格式

工匠精神心得感悟篇三

看过《工匠精神》这本书以后感触很深，会让我有时候浮躁
的心情平静下来。

态度的根本是：我是谁不重要，我做的事才重要，如何让自
己做的事重要，要让自己做事的结果超越直接领导的期望。
这句话能让我正确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工作，而且做工作的结
果是要超越领导的期望，而不仅仅是达到领导的期望，我们



常常以为达到领导的期望就算完成工作了，其实我们要以更
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工作中，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自己做的事上，才
会有人把你当回事，对于大部分人想获得的认可，不是凭空
而来的，而是建立在自己做出的事情的质量上，如果你在为
别人不认可你而抱怨的话，不如提高自己做事的质量，这样
工作上对你的认可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做工作就是做结果。

老师讲的挖坑和种树的例子非常好，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
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也许我们受了情绪的影响，也许我们
在工作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完成什么样的结果，只管我在做
这份工作，我做了这份工作，至于工作的结果和质量跟我没
什么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上班时间消极怠工，装装样子，最终浪费的还是自己
的人生。可是很多人工作了一辈子，都不会懂得这个道理，
他会觉得工作的时间是老板付酬的，偷一点懒，就占一点便
宜，其实，那消磨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凡事要积极主动，凡
事团队第一，凡事高标准严要求。每天问自己，今天我哪里
做得很好，今天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作为一个在胖东来工作四年的我，首先我在胖东来学会了做
人，做一个善良坦诚的人。通过这本书己受益匪浅，理解了
许多，找到了自己工作的定位，明白只有把结果做好了，才
是对自己和别人负责。只有用感恩的心去对待人和事，拥有
良好的心态，才能把事情做得最好。

书中很多闪光点，值得我们去体会，关于书中的安排，表达，
声音，词语等等都值得我们去慢慢总结。

工匠精神学习后的心得体会2

我们何曾注意过那默默无闻的工匠?那看似平凡的职业，我们



可曾有过那般体会?那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工匠才会有确切
的体会。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工匠就是个一直重复工作的工作者。甚
至会认为工匠就是做苦力的，工作得辛苦，赚的钱还少得屈
指可数。那就大错特错了。工匠是一种伟大的职业，虽然看
起来平凡得扔进人群里找不出，但在他们的精神之中，工匠
是比其他职业更加高尚的。

因为工匠乃精雕细琢之人，拥有着一颗细腻而质朴的心，两
只粗糙而勤劳的手。他们只靠着这神奇却又普通的心与手，
把有价值的事坚持下去，并且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得极其精致，
就算最挑剔的人也找不出一点瑕疵来。但是，做这些事的辛
苦，与收获成果的甘甜，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体会不到，只有
用心做一件事的人才能真正地感受到从中的乐趣与甘甜。

一个不起眼的职业，却仍然有着如此高尚的精神。身为学生
的我们，难道还不该学习吗?

工匠精神学习后的心得体会3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位院士虚弱地躺在普通病房的病床
上，但他竟不顾自己的身体，先后9次向家人和医护人员提出
要下床工作。顽强的意志撑起他那临近枯竭的生命之花，哪
怕死神在身边徘徊，他也只是强硬地答着：“我要工作!”两
小时后，近昏迷的他被抬回了病床。也只有这时，他才倏然
回想起他如陀螺一样不停转动、忙忙碌碌的一生。

他入伍52年，参加了我国全部核实验任务，办国防科技和武
器装备发展倾尽心血，在癌症晚期，仍以超常的意志工作到
最后一刻。他知道化疗会影响工作，所以在被确诊癌症后他
坚决地反对化疗和手术。因病情突然恶化，不知疲倦为何的
他终于倒下，被送进重症监护室。醒来后，他强烈要求转回
普通病房，他说：“我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累，



现在需要的是时间。”

那一天，病危的他，在众人的掺抬下，向数步之外的办公桌，
开始了一生最艰难也是最后的冲锋……哪怕是最坚强的人，
在此时此刻怕是早已心力憔悴，但他从不是轻易放弃的人。5
小时后，心电仪上波动的生命曲线，从屏幕上永远的消失了。
这位军人，完成了生命中最后的冲锋。

何为工匠?是他!他是林俊德，一位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有
志者，他将毕生心力献给国家。尽职尽能、不辞辛劳就是他
的一生，他的工匠精神让我们为之震撼。但凡誉之尽心者，
凤毛麟角;称之工匠者，寥若星辰。凡有志者，应念及此。

工匠精神学习后的心得体会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要努力地实现它。中国梦也一
样，它需要每一个黑眼晴黄皮肤的中国人去付出和努力，才
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富裕、繁荣昌盛、强大、美丽。

现在我长大了，一个最终的梦想在我心中发芽，我要好好学
习，将来成为一个科学家，站在知识的顶端，让更多的神十
二、神十三……飞上蓝天，造福人类，为祖国争光，成为祖
国的骄傲。

工匠精神学习后的心得体会5

在黑暗中，她是光明;在喧嚣中，她是寂静;在孤独时，她是
朋友;在迷惘中，她是智慧……她，——失败。

我依稀的记得，那是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游戏，我和一位
小弟第合作，好容易将一块块的骨牌摆放好，谁知道一个不
经意的小动作就毁了整个整体，骨牌一瞬间全部倒下，我愣
住了;接着又一块一块的摆放好，正当又要成功的时候，又是
一个小动作，又是一个瞬间，骨牌又都倒下了;于是，我们又



卷土重来，但是似乎没有前两次有耐心了，很是急促，像热
锅上的蚂蚁，终于，骨牌又倒下了;我不再摆放，而小弟弟却
还在认真的摆放，他这次很有技巧，吸取了前面失败的教训，
后来，他成功了，我想：大概是他善待了前面的失败吧。

当爱迪生的助手对他说：“你已经失败1000多次了，成功已
经变得渺茫，还是放弃吧!”的时候，爱迪生没有放弃，最后
他经历六千多次的实验，终于成功了;当林肯竞选总统失败了
八次时，他没有放弃;更近些吧，在1982年，十八岁的马云第
一次参加高考，他填报的是北京大学，但她的数学只考了一
分，他没有放弃……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没有放弃?最后取
得成功呢?我想：是毅力，是坚持，更是善待失败!

工匠精神学习后的心得体会

工匠精神心得感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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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的态度把热爱工作的精神代代相传”。本书从工匠之魂，
工匠之道，工匠之术等方面，告诉我们“不仅仅是把工作当
作赚钱的工具，而是树立一种对工作执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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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底盘厂工作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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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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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在阅读完本书后，我
对书中提及到的“打工的状态并不可怕，打工的心态很可
怕”这一观念如饮醍醐。所以，我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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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将工作中的任务当做工艺
品去雕琢，相信工作、生活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充实和美丽。

工匠精神心得感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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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心得感悟篇六

当下，“工匠精神”成了热门名词，各行各业都在讨论“工
匠精神”，会计行业也不例外。不做急功近利的“毛毛匠”，
而是“慢工出细活”的能工巧匠，基本形成了大家的共识，
意思就是在制造初级粗坯产品的基础上出精品，在粗放经营
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提高质量、创新品牌等。这些都是理所
应当的。我认为，会计人的“工匠精神”。除此之外，还应
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精神。

创造精神

众所周知，鲁班被民间工匠们奉为一代宗师，一直传承至今。



为什么他会被工匠们一直传承并奉为一代宗师呢?这和他的创
造精神是分不开的。鲁班为了更好地工作，更快地工作，更
优质地工作，他发明创造了许多工具和技艺。锯子、墨斗等
都是他在劳作之中通过细心观察与揣摩、反复地试验，然后
发明创造出来的。有些技艺，如他在楚国创造性地提出
的“土堆亭”“鱼梁柱”，在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解决
了在常人想来无法解决的难题。

也许有人会问，会计这门科学，讲究的就是严谨，如果一定
要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怎么还可能创造呢?其实严谨与守法并
不代表不能创造，并不是说一定要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也在发展。例如随着信息社会的日
益发展，会计信息化的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会被时
代所淘汰。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资源会计学、环境会计学等
新兴学科也是会计人创造性地提出来并被运用到了实践中的。

“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说的是即使是大师，他
也只能传授学生规矩与方法，而不能让他变得机巧。这说明
我们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
在技能上有所提高，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匠心”精神

匠心独运、独具匠心、匠心巧妙等成语，其中都有一个
词“匠心”。怎么理解匠心呢?我认为，匠心是有别于其他心
思的。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以模具和流水作业线作为典型
代表的生产企业，很难做出有别于其他的产品。甚至在现代
办公条件下，剪切、复制、粘贴被广泛运用，已很难见到有
别于其他的作品。更有甚者，对动物加以进行克隆。这一切，
来源于“心”———心思。因为只有有了这种流水线的心思、
复制的心思、克隆的心思，才能制造出这样的生产线，才能
复制出这样的文本，也才能克隆出这样的动物。

而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匠心”，就是和上述种种心思相反的



一种心思。这种心思， 正因为其独到、独运，才显得巧妙，
才显得别具一格。

也许有人会说，会计实行的是统一的会计法律法规与准则，
怎么可能去别具一格呢?明朝理学家朱熹的理论“理一分殊”
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他用“月印万川”这一通俗易懂
的现象进行解释。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可是倒映在江河湖
海中的月亮倒影却有一万个，而且一万个都不相同。是不是
天上的月亮本来就不同呢?不是的，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只
不过江河湖海各自的形状特征等不一样，导致了月亮倒影的
不一样。而且它们都反映了月亮的部分，而不是月亮的全部。
同理，会计人可以运用统一的会计法律法规与会计准则，但
是在会计分析、会计处理、方式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方面，都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自己的选择。

这就是匠心。

这种匠心，体现在审计方面就是审计人员的职业敏感性与职
业判断，体现在会计方面就是会计人的职业判断与独特的会
计个性。每个企业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企业不同时期
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会计人员在处理会计业务时，不会
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不会处理两片相同的叶子。这就是
匠心在会计中的运用。

合作精神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里面也有一
种“工匠精神”，即合作精神。三个臭皮匠，都是平凡普通
的匠人，没有丝毫的突出之处，没有奇特之才，但他们彼此
合作，取长补短，形成合力，便能取得突出的成果。

会计人也是平凡普通的工作人员，但他们在工作中，不能将
自己与其他的业务部门隔离开来，如果那样，则是一个“做
死账”的会计，不熟悉实际情况的会计。只有当会计人融入



业务部门，和业务人员进行了充分沟通后，他所处理的会计
事项才会符合企业的业务实质，业务信息才能及时转化为财
务信息，财务信息反过来又迅速为业务服务，达到企业效益
的最大化。这个时候，会计人合作精神的价值便全部体现出
来。

会计人既可以实现企业内部的互联互通，也可以实现企业与
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既可以实现企业内部的合作共赢，也
可以实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会计人的合作精神肯
定有助于企业效益的最大化，为企业的发展营造出更加和谐
的氛围。

工匠精神心得感悟篇七

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年代，到处都是高楼林立，大厦入云，
我们住在高大的居民楼里，站在阳台，便可以俯瞰整个小区。

红顶白砖的高楼随处可见，再也没有低矮的平房和冒着黑烟
的烟囱，我们看到的是一株株碧绿可爱的青草，还有振翅高
飞的鸟儿。

试想，假如你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你会坚持下去吗?也许有
的人会说，我能;也许，有的人会说那么高的楼，要盖到猴年
马月啊?但是，假如你是一个建筑工人，你不想去盖高楼，那
别人怎么住的上高楼，你又怎么养家糊口，并不是想做的事
就可以去做，而不想做的事就可以不做，如果你是建筑工人，
那盖高楼就是你一生的责任和任务，你必须去完成它，不管
楼有多高，不管是怎样恶劣的天气，都要坚持下去。

我以前对建筑工人从来都是感到不屑的，他们灰头土脸，整
天在砖瓦和泥土里摸爬滚打，有什么可以让人正眼相看的?但
事实证明，我错了。他们虽然生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没有
身份和地位，但他们的心灵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却是高贵的，
这样的精神无人可以比拟，如果没有他们，即使你有再多的



钱，你又怎能住得上宽敞的高楼?古代有一种职业叫做琢玉师，
在现代这种职业叫做雕刻师，琢玉师就是把一块上等的美玉
雕琢成各种各样的饰物，像宫廷里玲珑的如意，千金小姐和
富家少爷脖子上佩戴的长命锁，都是出自琢玉师之手。

历史上最著名的琢玉师陆子冈，一生雕琢了许多完美的玉器，
但后来因为一个落款被朝廷判了死刑。俗话说：玉不琢不成
器，再上等珍贵的美玉如果没有高超的琢玉师也等于一块没
有用的石头。

琢玉师用他们的双手雕琢出了一个个完美到无可挑剔的饰物，
在他们的骨子里，有着一种超于常人的毅力。一刀刀刻下去，
哪里不好还需要修改，他们必须十分谨慎细心，一不小心弄
错，一整块玉便会毁掉，所以，琢玉师这一职业一般很少有
人能胜任。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益求精，改了又改，直至做
到完美的精神，那一个个精致的玉器才会问世，他们的名字
才会名垂青史。

我们不也像建筑工人和琢玉师吗，学业就是盖高楼，我们的
每一次考试就是盖上去的见证，每一次升一年级，就是盖到
了更高的一层，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这座高搂，那我们就得
挂科，复读，永远也别想盖完这座楼，永远也别想考上心仪
的大学，所以，我们所学的东西正是那稳固基础的一砖一瓦，
少一块，楼就会倒塌。在学习的过程中必然是艰苦的，就像
建筑工人，一年四季不停的盖着，直至把高楼盖起来，我们
也要像他们一样，不畏艰辛，坚持不懈，把属于我们的那栋
高楼盖好，有朝一日，我们的高楼也会华丽的直耸云霄。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光是有建筑工人的毅力还不够，
还要有琢玉师的细心和耐心。要想做成一件事，不可急于求
成，能一举成功的事不叫大事，大事不能一蹶而就。

把一件事学会很容易，但想学精实则很难，在成长的路上，
我们要学习建筑工人的坚持不懈，不要一遇到逆境和困难就



自暴自弃，而是迎难而上，不可放弃;学习琢玉师的细心和坚
持以及他们的精益求精，即使学会了一样本领也不要沾沾自
喜，而是要把它学到精炼，学到炉火纯青，要知道，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

建筑工人和琢玉师，这两个职业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
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就是这样的“小角色”，就因为他
们的坚持不懈，精益求精，凭着一双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令
人惊叹的奇迹，他们的名字流芳百世，他们的名誉名垂青史。

要想把一件事真正的坚持做下去，那里面的辛酸苦辣也许只
有自己才知道，而旁人，是不会理解的。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上人，只有努力过，付出过，坚持过，才会收获甜美的果
实，只有认真细心，追求完美，才会创造奇迹，实现梦想。

啊，那高贵的工匠精神，是你激励了我在成长的路上奋力奔
跑，是你教会了我遇到困难和逆境不要轻易退缩，铁杵可以
磨成针，水可以滴穿石头，只要我们坚持，这世上就没有做
不成的事，因为，有志者，事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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