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国工匠事迹感悟(实用9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
心得感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
得感悟范文大全，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大国工匠事迹感悟篇一

今天，项目部组织全体职工观看了央视一套播出的2020年度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评选节目，讲述了那些大国工匠们用双手
匠心筑梦的震撼而又感人的故事。他们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
和极致，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他们成为国宝
级的顶级技工，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大国工匠们精益求精的精神让他们创作了各种工程上的“中
国精度”。高凤林，焊接火箭“心脏”发动机的中国第一人，
面对0.08毫米的管壁，他0.01秒的精确控制，是中国航天高
成功率的保障;夏立，一个普通不过的钳工，但是能将手工装
配精度做到头发丝直径的1/40--0.002毫米，他亲手装配的天
线指过北斗，送过神舟，护过战舰，亮过“天眼”; 乔素凯，
作为国内唯一核燃料组件修复团队领军人，4米长杆完成水
下3.7毫米的修复工作，难如用抓大象的工具抓蚂蚁;陈行行，
一个年仅29岁的国防年轻工匠，在高精密数控加工上不断改
进工艺和技术，将无数尖端武器装备上薄薄的壳体以100%的
合格率加工出来。

大国工匠们勇于创新的精神让他们攻破了无数技术难关，
让“中国制造”达到新的高度。朱恒银，一个普通的钻探工
人，用智慧、毅力，向技艺的巅峰不断挑战，彻底颠覆传统
的定向钻探技术，让由30多个小时的取芯时间一下缩短到
了40分钟;王树军，一个普通的维修工，闯进国外高精尖设备



维修的禁区，针对国外产品的设计缺陷，突破进口生产线的
技术封锁，生产出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功率低能耗发动机，让
中国在重型柴油机领域和世界最强者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

大国工匠成功的背后，更离不开他们不畏艰险的气魄和持之
以恒的坚守。靠着无畏的勇气，王进在特高压带电作业这个
世界最级危险职业岗位上，成为正负660千伏超高压直流输电
线路上带电检修的世界第一人;冒着生命危险试验新技术的谭
文波，最终研制出电动液压地层封闭技术，打破了地层封闭
工具都要从国外引进的局面。持之以恒的坚守，更是工匠精
神的基础，如坚守大漠20年的谭文波，如坚守核电站26年的
乔素凯，更有李云鹤老人，靠着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在风刀
沙剑的敦煌面壁六十二年，写下一百多本修复笔记，独创了
大型壁画整体剥离的巧妙技法，让掩藏的更为久远的历史舒
展卷轴，无限增值。

大国工匠们代表的是千千万万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在平凡
中坚守，用岁月轮回，铸就民族腾飞的臂膀;他们，在执着中
超越，将无限忠诚，转化为彰显中国的力量。他们的精神，
应成为我们工作的动力，他们的事迹，是我们人生道路的榜
样。

大国工匠事迹感悟篇二

今天，项目领导组织大家观看“大国工匠”纪录片，让我深
刻地了解到“大国工匠”的故事，并且被他们的事迹深深打
动，他们都是在一线辛勤工作的平凡工人，他们有机械工、
维修工等等，无一不例外，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他们不是
领导、不是富翁、甚至不是高学历，但他们每个人都是靠着
对职业技能完美的追求，靠着对技术的忠实传承和钻研，靠
着日复一日的钻研，靠着年复一年的专注和坚守，在平凡的
工作中掌握着不平凡的技能，成为国家顶级的技工，成为一



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身上所传承的工匠精神。其中，由于行
业的原因，李万君李工给我印象最深刻，“复兴号”当今世
界上大规模运行的我国动车组的最快动车组，时速350公里，从
“和谐号”到“复兴号”，我国动车组研制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一次重大突破，被称为“复兴号腿脚”的转向架焊接直
接决定这一突破的成败，但是李万君李工他做到了，研制出
了一枪三焊的心方法，焊出了世界新标准，也让“复兴号”
的批量生产成为现实，成为闪耀世界的中国名片。在这里也
感谢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大国
工匠”2020年度任务发布暨颁奖典礼，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
行业外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和社会风尚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其最终目标是让
我们的祖国，让中国强起来，祖国走向繁荣昌盛。为我国的
高铁事业付出更多的努力，争取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国工匠事迹感悟篇三

政府工作报告，写入工匠精神这样一个带着温度的词，红遍
大江南北，感觉耳目一新。表面看，契合供给侧改革的需要，
鼓励企业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从深层意义看，是决策层在
价值观层面的倡导，其指向是涵养一种内心充满定力、凡事
精益求精的时代气质。

默默无闻、有着宝贵工匠精神的“草根明星”：高级技师冯
鸿昌19年如一日，把学习作为立身之本，用执着和坚持诠释
了工匠精神;姜和信一名普通电工“我虽然当不了科学家，但
可以当一名能工巧匠”，把“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
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30年如一日，勤学不辍，勇于创新，
从一名顶替入厂的高中生成长为电气专家。

胡双钱，王津，孟剑锋……源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通过自



己的苦心钻研，达到今日的极致绽放，是各行业匠人们工匠
之心的体现。敬业、创新和奉献这三种精神凝聚而成的力量，
就是当今攻坚克难最需要的那份“工匠精神”。是一种坚韧
不拔、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从“中国制
造”升至“中国创造”，时代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
就是新时代的劳模精神。让追求卓越、崇尚质量成为全社会、
全民族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民族复兴，呼唤着工匠精神。
创造时代传奇的企业家，都有鲜明的工匠精神烙印。

正如日本大企业家稻盛和夫所言：“企业家要像匠人那样，
手拿放大镜仔细观察产品，用耳朵静听产品的‘哭泣
声’。”同样从事一份工作，为什么有的人原地踏步，而有
的人却得心应手，风生水起?所不同的，也许就是对工作的认
知和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具备工匠精神的人来说，工作不只
是眼前的苟且。古人“技近乎道”，技艺层面的不懈雕琢和
追求，乃是为了寻求与最高的“道”相亲，正是在这样的逻
辑下，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古代名匠。

对所从事的事业充满热爱乃至敬畏，就会把平凡的工作当作
一种修行，不经意间便可能累计出极致的作品乃至非凡的成
就。“互联网+”时代，注重用户体验、提高用户黏和度是企
业的核心工作，让用户以拥有自己的产品为傲，靠的是与众
不同的沉潜功夫，即工匠精神。中国古代辉煌的贸易成就，
充分证明工匠精神在我国有深厚的传统基因，我们应该回到
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当中，去提炼和梳理属于我们自己的工
匠精神，并将之传承和延续下去。

大国工匠事迹感悟篇四

我是一名铁路工人，昨晚观看了“大国工匠”后，我体会到
工匠和普通工人不一样的是，工匠的工作不单是为了谋生，



而是为了从中获得快乐。

《大国工匠》讲述了不同岗位劳动者，用他们的灵巧双手，
匠心筑梦的故事。这群不平凡劳动者的成功之路，不是进名
牌大学、拿耀眼文凭，而是默默坚守，孜孜以求，在平凡岗
位上，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最终脱颖而出，跻
身“国宝级”技工行列，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在收看该系列节目时，发现他们文化不
同，年龄有别，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热爱本职、敬
业奉献。365行行行出状元，不管在哪个行业只要付出努力都
会获得不少收获，干一行爱一行，不管在哪个平凡的岗位上
只要努力都能开出幸福花。

我作为一名90后，参加工作已经6年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没
有节假日，一年四季都在外地工作，顾不上家，有人问我这
样对孩子好吗?我想说那不然呢，为了生活没办法。我们所在
的商合杭高铁明年就要通车了，我们也要加班加点好好在奋
战一年，若干年以后我和家人坐高铁从亳州段通过我会很自
豪的说你看这一段是我曾经参与建设的，我觉着很自豪，付
出值得。虽然我们的成就没有到达工匠这个地位，但是在我
心中我们这些为了高铁早一天开通的建设者们也是大大的工
匠。

观影完后，我体会到“大国工匠”的感人故事、生动实践表
明，只有那些热爱本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尽职尽责、精益求精的人，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才可望拓
展人生价值。我们也要好好努力，做我们自己的大工匠。

大国工匠事迹感悟篇五

每个中国人面对世界，最引以为傲的是“中国制造”四个字。
确实，made·in·china已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如何



把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又是每个国人心中的
痛。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一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缺
的不仅仅是尖端技术和超前创意，更多的是一种兢兢业业的
传统，一种脚踏实地的作风，一种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当代风采人物评选活动已到了最后阶段，并产生了最终三名
候选人。更多人关注的是伟大的科学家和著名的摄影师，但
是我将会把手中的选票留给那位从未踏足大学之路的焊接大
师王师傅，因为他代表的是我们当前缺失的大国工匠精神，
是我们苦苦追寻的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的金
钥匙。

当前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国家实力迅速
崛起于世界。但是，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乱象，几乎我们都
能每天在电视上、网络上都能看到造假成风的新闻。生活中，
很多人在工作上不敬业爱岗、专研技术，只想着买彩票一夜
暴富;部分实业公司不专注于产品升级和服务提高，却放弃主
业去搞房地产开发;甚至很多校园莘莘学子不好好学习而炒
股……虽然这些是经济迅速发展过程当中必然出现的一些现
象，但是也反映出这个社会浮夸与鼓噪之风过重，亟需王师
傅为代表的大国工匠精神来改变这种现状。

我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如何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
国创造”也包含在我们提倡的中国梦内容中，但是由于工匠
精神的缺失，在很多领域，我们仍然缺乏响当当的“中国名
片”。要实现“中国创造”这个伟大梦想，应当从以下几个
方面去努力。首先，应大力提倡爱岗敬业、勤勤恳恳、尽职
尽责的大国工匠精神，让这种精神成为时代的风向标。其次，
国家注重、鼓励技术的创新、实业的发展，让“中国制造”
升级为“优质制造”。再次，重视职业技术学校教育，培养
大批如王师傅这样的大师级技能人才，做到广积薄发，实现
量到质的变化。

我们高中生在面对高考这个人生第一道门槛时，也是踏出实



现我们青春梦想的第一步。我们有人在努力成为科学工作者、
著名摄影家或是艺术家，但更多的人最终将会成为一名普通
的工作者。每个人成功之路不是在于进名大学，而是追求职
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每个行业中的状
元，成为一名伟大的大国工匠，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

大国工匠事迹感悟篇六

近日，我拜读了培训中心xx老师的劳模事迹材料，心中不禁
感慨万千，久久无法平静。正所谓"见君一袭风雪骨，始信人
间有谪仙"，xx老师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什么
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什么是创新转型、学习
超越的劳模风采，他用27年的坚守，用智慧和汗水谱写出一
曲伟大的劳模赞歌，铸就着莱钢曾经的辉煌和未来的希望。

众人皆知莲无垢，谁知莲心苦。xx老师是劳模，是多领域的专
家，一个个荣誉的光环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但谁又知，这光
芒的背后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辛，多学一些、多做一点、多忍
一会，正如文中所说"点滴工作皆学问立足岗位成专家"，正
是这一点一滴成就了xx老师今天的成功!与我而言，或者说对
一些入厂良久，建树乏善可陈的青工而言，这些都是难能可
贵的财富。

成功就是要比别人多学一点，xx老师的.专业是地球物理，在
职工培训管理和教学领域依然得心应手。为什么?因为他相信
技不压身，自学了软件工程硕士专业、自学了工业工程本科
专业，他相信未来的某一天肯定能用的上。后来当他担任计
算机教研室主任、莱钢"精益管理"培训项目组组长的时候，
之前的技能储备给了他莫大的帮助。像我们这些青工，从事
的工作可能与所学专业相去甚远，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懈怠
的托辞与理由，我们更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所能学到的知
识和技能，尽可能做到"一专多能零缺陷"，自己的专业要强，



自己的技能要多，自己的缺陷要少。要知道机会总是留给有
准备的人，给你一个岗位，你能不能适应?你会不会开展工
作?这都靠我们平时的努力和积累。

成功就是要比别人多做一点，中心大讨论的时候曾有个命题"
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其他的用不着我管"，这个观点对不对
呢?xx老师给了我们答案，当他发现自学考试通知单分发工作
困难时，虽然不是他们科的事，却主动担当，刻苦钻研解决
了难题，最终帮助了别人，成就了自己。这对我们青工来说，
是极具有教育意义的，在现阶段莱钢处于转型发展、生死存
亡的关键时期，更不能再存着各扫门前雪的心态，拈轻怕重、
斤斤计较，要勇于担当，对自己的工作要尽心，别人的工作
要热心。每天少做0.1，365个0.99是0.025;每天多
做0.1，365个1.01就是37.8。因此我们学习要做到1.01，工
作要做到1.01，每天多做一点点，就会超过别人一大截，成
功的关键就在这0.01。

成功就是要比别人多忍一些，xx老师忍受住了学习的寂寞，忍
受住了工作的压力，忍受住了失去爱人的痛苦，最后他成功
了。对我们青工而言，成功的路并不好走，充满了荆棘与坎
坷，这就需要我们有"8+n，5+2"的工作精神，或为了学习而
挑灯夜读头悬梁锥刺股，或为了项目而连续加班无视孩子渴
望陪伴的眼神，忍受常人所不能忍。但是成功的路上却也并
不拥挤，因为能坚持下去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在岔路口驻足
不前，迷失了方向，我始终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成功!

大国工匠事迹感悟篇七

刘更生，一位传奇人物，从事手工木匠活，从新时代的时髦
词是：雕刻时光的人。

他为冬奥场馆提供红木家具，座椅平整度标准是误差0。2毫
米以内，他将标准提高到了误差0。1毫米以内。



他在学徒时，懂得了惜木如金、静心方能练好手艺，为了手
艺活炉火纯青，他每天在废木材上反复进行枯燥的开榫、凿
眼、下锯、刮刨子，千万次的锤炼，刨出的木花竟然能薄如
纸片。腿站不起来了、手磨破了、驼背了，依然孜孜以求。

他在参加国家宝贝修复工作，用追求极致的匠心让这些宝贝
重放光彩，成为年度人物当之无愧。

短短的视频背后是岁月的磨砺、是匠心的'追求、是中国人精
神的体现，作为教育人，我们面对学生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体，他们个性鲜明、灿烂活泼，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在教
育思想、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向刘师傅一样精研、深
钻，领悟教育之道，积极投身课程改革的洪流中，将学到的
新的理念、方法用在实践中，并不断的反思，积累经验改进
不足，引领学生更好的成长，促进全面发展、促进素养提升。

大国工匠事迹感悟篇八

每个人不一定都成为劳模，但人人都能学习和践行劳模精神。
劳模精神没有“光环”的预期，更多的是职业的喜爱，发现
的喜悦，劳动的乐趣，结果却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带着“问
题”、“感情”、“镜子”去学，或许，我们更容易学到劳
模精神的'实质。

我们学习劳模，就是要带着问题去学，学习劳模如何在本职
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劳模都是在我们身边的楷模，我们就
是要学习劳模在处理问题时，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带着自己
的思考，带着自己的问题去学，有学习才有进步，有问题才
有进步。

劳模的闪光点就在于他们把工作当事业，把付出当追求，在
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学习劳模精神，首先就要尊敬、尊
重劳模，带着一种深厚的感情去学，带着真诚地心去学习，
学习劳模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要想学到



真本领，腿就要跑勤一点，或许一些不起眼的事情，就在潜
移默化中教会我们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将事情做得更好。

劳模就是我们身边的一面镜子，值得大家经常照一照，这样
就能找到差距、发现不足，激发见贤思齐的内在动力。常照照
“劳模”这面镜子，就是要认真地分析自己存在差距的原因，
做到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下功夫逐步规范自己的行为，
奋起直追，不断向劳模靠拢看齐;常照照“劳模”这面镜子，
就是要持之以恒向劳模学习，做到常态化，不断克服“小胜
即满”的肤浅认识，避免三分钟热度;常照照“劳模”这面镜
子，就是要选择正确的方式方法，不偏离角度对照，做到务
实、求真;常照照“劳模”这面镜子，不断给自己加油、鼓劲，
方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学习一种精神就是树立起一面旗帜，标示出一种导向。学习
劳模精神就是在宣告，这种自强不息、持之以恒的精神正是
企业发展新需要、新呼唤的精神，这种吃苦耐劳，百折不挠
的精神不仅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更需要。

大国工匠事迹感悟篇九

20xx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陈兆海26年工作在测量一线，他先后
参与修建了我国首座30万吨级矿石码头、首座航母船坞、首
座双层地锚式悬索桥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他执着专注、勇
于创新，练就了一双慧眼和一双巧手，以追求极致的匠人匠
心，为大国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将陈兆海的事迹反复观看多遍后，再次深刻领会了什么
是“钉子精神”、什么是“舍小家为大家”、什么是“岁月
静好是因为有人默默负重前行”，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形象让
我想起路遥所言“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
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

苦练技术：面壁十年图破壁



码头建设：纸上得来终觉浅

航母船坞：男儿有泪不轻弹

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喧哗不止的永远是自视高
贵的一群。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人，当以楷模为导向，在岗
位上，苦练基本功，勤于钻研，做一个专业的教育人，牢
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贤人精神，牢记“立
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教育使命，不忘初心，始终如一的在
岗位上努力前行，让每一个孩子获得良好的教育，为不同的
孩子创造不同的学习条件，让不同的孩子在学习上获得适合
自己的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你应该在短暂的岁月里，真正活的不负众爱，若干年后，回
望来路，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