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国工匠心得体会(优质7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接下来我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大国工匠心得体会篇一

五一期间，关于《大国工匠》的系列报道，在令人眼花缭乱
的娱乐节目中脱颖而出，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眼光。八位国宝
级别的工匠，用其令人折服的工业技能、令人敬佩的敬业之
举，俘获了社会的自豪心与热心。大国有此极品工匠，当是
国家之福;而社会媒体的广泛宣传，更是让德技之美，化成一
种劳动共识。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虽说行业不同，但是，对于这些
在技艺上有大成的工匠们来说，今日的辉煌，是道德累积的
硕果。为人不易，为工作更为不易。由这些大国工匠延展开
来，我们的各行各业，不论职业种类与薪酬、地位高低，都
有一批道德的坚守者。他们将职业化为一种生活信仰，用一
生的时间，在敬业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不论收获。正是这
种辉煌与光环下的静守，让这些工人劳动者，不鸣则已，一
鸣惊人。

有德之人，总不会让社会失望;对于工人行业来说，德行还需
技能陪衬。若无技能相佐，梦想极有可能变为玩笑，若有技
能相佐，梦想代代累积，永远不会成为空谈。从两弹一星的
研发成功，到今日中国，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在技能上的深
入研究，让我们的.中国制造，开始由代工转为知识成果。于
是，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逐步崛起的技能大国，在各
行各业的精英和工作者的不懈追求下，逐渐由默默无闻走向



了世界舞台。

有德无能，极容易落了技术下风，失却说话的底气;有能无德，
极容易走上歧途，一发不可收拾。对于职业人来说，我们需
要强烈的职业道德来指引方向，更需要精湛的技能来夯实基
础。德行与技能相佐，梦想就在脚下。

劳动光荣，劳动铺就梦想前路。在《大国工匠》这一文艺精
品身上，我们能看见工人们的敬业之德与高超之技。可以说，
八位国宝级别的工匠，成就了《大国工匠》的艺术美;而浓缩
了德行和技能的《大国工匠》文艺作品，又通过展示劳动之
美，让坐拥德技之人，获得了应有的一份社会尊重。

大国工匠心得体会篇二

观看了大国工匠xx年度人物发布暨颁奖典礼后，心中感慨万
千，工匠们的钻研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要创造价值，首先是
要自身素质过硬，这样才能经得住考验，创造出价值。

看了大国工匠后，了解了全国十位各行各业的顶尖技能人才，
还有港珠澳大桥建设代表谭国顺，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我们要向这些大国工匠们学习，秉承
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的态度，凭着专注和坚守，不断
地充实自己，扎扎实实的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大国工匠，匠心筑梦，身为一个铁路建设工作者，这是我们
这一代年轻人去奋斗、去拼搏的一种信念和梦想，作为新时
代的年轻人，我们要向前辈们致敬、学习，要用工匠精神对
待每一项工作，继承和弘扬铁道兵精神。我们要在平凡的岗
位上，用智慧和努力、勤勉和务实，走出工匠的风范。以优
质和高效、效率和荣誉，在铁路工程建设的路上，走出别样
的风采，用我们的执着、敬业、勤奋为更强更好更美中国铁
路建设奋斗。



身为中国铁路建设的一名工作者，我骄傲！我自豪！

大国工匠心得体会篇三

“年大国工匠”是由中华全国工商联家具业商会主办的全国
性家具生产、营销和技能比赛。作为一名家具设计专业的学
生，我有幸参加了此次比赛，并获得了省级的奖项。通过参
赛的过程，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年大国工匠”比赛的意义和
价值，同时也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收获颇丰。

第二段：比赛的意义

“年大国工匠”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技能比赛，更是促进家
具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从家具设计、材料选择到工艺技术的
运用，比赛全面地考察了参赛者的设计和制造能力。比赛的
主旨在于提升家具行业的整体水平，并鼓励家具企业加强品
牌建设，培养自主创新意识和知识产权意识。因此，对于工
匠的成长，提升他们的技能和职业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段：我的体会

在比赛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和不足。在与其他
选手的交流和合作中，我发现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素养都
非常出色。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新的思路和方法，更加
深入地理解了家具制造的本质和特点。在比赛的实践中，我
练就了更为严谨和周全的设计思路，加强了与合作伙伴的沟
通能力，提高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我
今后的职业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四段：个人成长的意义

比赛的结果虽然重要，但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中的成
长和收获。我学会了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挑战，不断地完善
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职业素养，从而变得更加有竞争力。同时，



我认识到，只有通过努力和坚持，才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
和人生价值。作为一名年轻的家具设计师，我将会一如既往
地挑战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以推动
整个家具制造业的发展。

第五段：结尾

“年大国工匠”比赛成为一个全面提升家具行业整体竞争力
的平台，也成为家具设计师和制造商重要的展示与交流机会。
通过参赛，我们不仅仅可以获得荣誉和认可，更可以从中获
得宝贵的人生经验和职业素养。我相信，通过不断地实践和
磨炼，以及和各行各业人才的交流和合作，我们将会成
为“年大国工匠”，成为具有创新思维和领导力的工匠人才。

大国工匠心得体会篇四

“年大国工匠”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之一，重点是坚持质
量为本、创新发展和绿色制造。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有很
多工匠可以被称作“年大国工匠”，他们不仅仅是在制造上
展现精湛的技艺，而是在注重细节，精益求精并实践创新，
为中国制造打造更高标准的品质提供了很好的实例。在此，
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理解，简述一下我对“年大国工匠”
的体会和心得。

第二段：艰苦奋斗精神

做好一件事，需要持续坚持、不断努力。在“年大国工匠”
的路上，坚毅精神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许多工匠都是从青
涩的徒弟阶段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他们之所以能做到，是因
为有坚定的信心、保持不屈不挠的毅力和敢于创新的勇气。
就像一名珠宝加工工匠，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看得那么重要，
每一环都为每一项工艺做到极致，就像“艺术家把每个笔触
都画得恰到好处一样”。



第三段：注重精细品质

“年大国工匠”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努力上，品质也是其成功
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很多工匠的心中，每个产品都是一件艺
术品，每一环节都应该做到极致。比如，一名她打造了一个
圆柱形的玻璃杯，她每一次打磨玻璃杯子都是非常小心的，
她觉得每一角度、每一部分都需要打磨到与眼睛的高融合度。
这需要“年大国工匠”具备精致的品质意识，基于对质量的
认识和追求而培养的技术，始终关注着每个细节、构建完美
的工艺品。

第四段：勇攀创新高峰

“年大国工匠”不只是技术上的创新，也包括思维上的创新。
工匠们需要经常深入研究，不断突破创新。像一名自主研
制3D打印技术的工匠，他用40块纸板堆叠的方式精心打造了
一座小城市，用融合式的3D打印技术将纸质城市交给计算机
模拟，最终完成了一个真正三维的小城市。他的作品彰显
了“年大国工匠”的创新精神：在不断积攒经验的基础上，
他们仍不断新颖、突破传统。

第五段：结语

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年大国工匠”的精神是中国制造追求
高质量和技术领先的重要途径之一。工匠们将精益求精、艰
苦奋斗、注重品质、勇攀创新高峰贯穿到日常工作和日积月
累之中，扬起了高质量、高效率、高价值的制造华丽旗帜。
我相信，只有在人才培育和技术创新上下足功夫，我们才能
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华丽转型！

大国工匠心得体会篇五

当下的社会，虽然不断的涌现着新兴的职业，但手艺人的地
位却没有消失，有些甚至更加得到了重视。其中，工匠便是



一类备受尊重的职业。工匠靠的是他们的技能以及对自身行
业的投入。而今年提出来的“年大国工匠”更是凸显了国家
对工匠这类职业的重视。在这其中，我的学习体验与所见所
闻，让我对这一职业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更加敬佩这个职
业的人们。

第二段：工匠的价值

“匠者，心也。工艺之人，莫不如此。” 我们在平常生活中
所接触到的物品，或多或少都有着工匠们的汗水和智慧。无
论是手工艺品还是机械制品，都需要工匠们的精心设计和制
作。工匠不是只掌握了一种技能，他们对于自身的行业都有
着深刻的理解，对潜在的改进、创新和提升都积极地探讨和
尝试。正是这种执着，让工匠们成为了推动全社会发展的中
坚力量。

第三段：加入工匠的门槛

在现今这个社会，有很多人都在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着。
而想成为工匠，所面临的门槛却很高。首先，学习这一职业
需要有的是持之以恒的精神，只有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才能够真正熟练掌握。其次，技艺的传承也是工匠的核心精
神，只有从前人的经验中继承创新，才能更好的让这一职业
得以继续发展。再次，工匠的职业素养要求也是很高的，对
待工作要认真负责，对文化知识和品德修养要有所了解，这
是工匠的基本素养。

第四段：工匠精神的启示

工匠的职业精神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启示意义。工匠
不是因为工作单调而产生抵触，反而是在认知工作中不断进
步，让自己和他人都能够更好的提高。工匠如一棵自悟的无
花果，不断坚韧向上，让外界看到了他们的价值所在。对于
普通人而言，也应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不断的让自



己有进步。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人生充实有意义。

第五段：结论

细心的观看工匠们的制作过程，会让人惊叹工匠们那份执着
与坚韧，也会让人感受到工匠们那份卓越的品质和情操，这
是每个工匠所拥有的精神瑰宝。而“年大国工匠”的提出，
恰恰证明了国家对工匠精神的重视和鼓励。我们也应该从中
受到启示，努力将这一份精神持续发扬下去，才是对于工匠
职业的最好回报。工匠的价值不仅仅是追求专业技能的“匠
心”，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身份，更是一份情感的投入和
价值的传达。

大国工匠心得体会篇六

卢仁峰，男，汉族，1963年2月出生，1979年参加工作，199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一机集团焊工。

他40年如一日地追求着焊接技能的极致化，笃定前行写壮志、
信守承诺献国防，成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焊接技师。先
后荣获“中华技能大奖”、全国十大“最美职工”、中
国“质量奖”，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诚实守信提名奖，内蒙
古自治区“道德模范”提名奖、“自强模范”和“劳动模
范”，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20xx年，国家首批
以个人姓名命名的.“卢仁峰技能大师工作室”挂牌成
立；20xx年其先进事迹登上《大国工匠》节目。

他把更多的心血花在了带徒弟和团队建设上，总结提炼出
《理论提高6000字读本》和三顶焊法、短段逆向操作法、带
水带压焊法、铝合金结构件复合校正法等20余项焊接操作技
法，举办技术论坛150余场，培养出24名高级技师、14名技师，
50余名徒弟先后37次在全国焊工比赛中获得佳绩。家风传承、
献身国防，他的兄弟、爱人和女儿有9名家人干起了电焊工作，
其中1人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1人获得“兵



器工业集团级技术能手”，2人成为高级技师，4人成为技师，
他的家庭成了名符其实的“焊工之家”。

大国工匠心得体会篇七

《大国工匠》是一部关于中国手工艺人的纪录片，该片展现
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魅力与价值，弘扬了传统文化，也激发
人们对于手工艺术的热爱之情。本篇文章旨在分享我对于
《大国工匠》的看法和心得。

第二段：传统手工艺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面对机械、科技、快餐式消费等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传统手
工艺的价值日益凸显。手工艺品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历史、
文化和民族传承。在这个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时代中，我们需
要弘扬手工艺品的美学，传承技艺，让手工艺品得到更广泛
的传播和认可。

第三段：手工艺人的生存境遇

随着传统产业的衰退和社会变革，许多手工艺人的生存状况
越来越艰难。然而，他们不屈不挠地坚持着自己的技艺，从
不放弃对于手工艺品的热爱。这些手工艺人不仅为我们创造
了美丽的艺术品，更为我们讲述了民族文化的故事，他们的
精神和价值不容忽视。

第四段：手工艺品实现转型升级

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化转型是推广手工艺品的必要条件，只有
在技艺的“脸谱化”和技术的加持下，手工艺品的发展才能
复苏。手工艺品在实现转型升级时，也需要各种渠道的支持
和发展。例如电商平台的发展，让很多手工艺品得到了更大
的关注和销售量，也拓宽了手工艺人的销售范围。



第五段：总结

在《大国工匠》中，手工艺人用手艺和心血诉说了他们对于
手工艺品的热爱和对于传统文化的坚持。我们应该把手工艺
品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象征，时刻珍视传统手
工艺品文化，弘扬美德，传承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让传统
手工艺品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