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匠人读后感(精选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匠人读后感篇一

一、勤奋。

在过去要学一门手艺，需要先在店里打杂三年，在这三年中
不仅要服侍师傅、师娘，洗衣做饭，各种杂活绐师兄当下手，
满三年之后师傅认为合格后，才能正式当学徒，开始学手艺。
在这三年，通过对环境的熟悉，师兄弟之间的相处，不仅磨
练心性，也只考验出了人品。师傅认为徒弟做事妥当、待人
接物的礼仪合格了，才会正式收徒，否则直接劝离。没有好
的品性就可能误入歧途，学到手艺有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
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就不可能学到手艺的精髓，将手艺传
承发扬，即使出师了也只会败坏师傅、行业的名声。也就是
本书中所讲“有一流的心性，才有一流的技术”。接下来当
学徒了并不代表将来就可以继承师傅手艺，还需要自已的悟
性，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人三五年就可出师自立
门户，有的人一辈子也就是个师兄，只有肯钻研的人才能领
悟手艺的精华。这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匠人，所以过去世人对
匠人是怀着一种尊敬、敬仰的心态。正是经过这样一系列严
厉的考核、磨练才造就出了多少德艺双馨的成名的大家，这
就是我们的传统技艺的传承文化。

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人员的快速流动使传统工艺被工业
化所取代趋势加快。在此过程中过分看中人员的技能，缺少
对从业员的品行塑造，是一种被动的学习、认知过程。而匠
人精神是一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专心，专一一件事情，



将事情做到极致。引进该书的出版人、活字文化董事长董秀
玉认为，“匠人精神对中国蛮重要的，到我们这一层是断层
的。匠人精神本身讲的不是技术，而是从事这个工作怎么尊
重这项工作，先做人做好了在说这项工作。这不光对匠人，
对我们都有用，我们缺少这方面的东西。这和我们原来倡导
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功课很好，但是人文
修养普遍不够，这本书不光限于工匠和技术，其实做人比技
术更重要。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很值得学。”

匠人读后感篇二

看了《匠人精神》这本书后感触颇深，特别是这本书的匠人
须知30条的第12条：进入作业场所前，必须成为有时间观念
的人。这一条它不仅仅教会了我怎样做事，更教会了我怎样
做人。

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他的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段话激励了很多年轻人，也令我影
响深刻，他是这样讲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
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
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
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
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最后，我希望每一位老师都成为有时间观念的人。

匠人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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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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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人读后感篇四

想“从工作中学习”，就要非常认真地过好每一天。唯有对
每件事全力以赴、从不后悔、坚持到底的人，才能成长为一
流的人才。年轻的时候纵然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可以
放纵，但也可以珍惜当下，分秒必争。那些吃得苦中苦，持
之以恒自律的人，最后一定是成大器的人。因为总是在意时
间的人，一定也是走在前面的人。

“我想培养的，不是‘会做事’的工匠，而是‘会好好做
事’的一流匠人”。所谓“会好好做事”，就是一心想让客
户满意，而且拥有在发生意外事件时，能够从容、自信解决
问题的判断力，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客户都能侃侃而谈、如数
家珍。”

我想，秋山先生想要的也是我们5g时代通信行业想要的人才。
无论是营业现场，还是业务部门，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各种找
麻烦的顾客，不满意的客人，面对这些随时可能给我们提出
问题的人，除了真诚的态度还需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解
决问题的能力就来自于我们平时的自我修行和工作经验的积
累，秉持“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价值观，对公司文化、
企业政策的不断学习。

作为一名基层员工，只有在每天的工作中，积极主动地拿出
百分之百的气力和心态来面对和检讨自己的工作，持续做有
益的事情，保持开朗的'心境，关心周围的人，才能实现真正



的自我，成为一名5g时代中国移动的优秀员工！强能力，聚
合力，激活力，打造5g+的新优势。

匠人读后感篇五

匠人精神首重人品，其次才是专业技能。秋山木工对一位工
匠的评价准则中，品行占60%，技术占40%，秋山立辉先生说
过，“我想培养的，不是会做事的工匠，而是会好好做事的
匠人。所谓会好好做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能够达到心
物合一，要培养这样的匠人，人品是第一位的。”

诚如书中所说，不管各行各业，个人品格的重视要远高于技
术的要求，孝顺，感恩和诚实这些都是非常必须的。遵守规
矩，照顾同事，维护和睦关系，遇到困难互帮互助….这些教
养在我们的团队中都会很容易出现，和大家在一起工作，可
以随时观察大家处理问题的方法，大家也可以互相学
习，“偷学”其他同事的技术，互相学习，对于领导身上散
发出的品格，更要努力实践学习。相信这些年轻时学会的东
西，会成为我一生的`财富。

工作本是一种修行，修行是指修正内心，改变行为。将毕生
的岁月奉献给一门手艺，一项事业，一种信仰，这有多少人
能够做到呢？每个行业想要做好，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首
先你必须热爱自己的工作，没有怨言，而且你必须穷尽一切
的时间去磨砺去思考，这也是让你的团队敬重你的关键。作
为一名维修人员，首先把安全放在首位，接下来努力钻研业
务，认同团队，正如秋山先生所说，所谓执着，就是对事情
不放弃，不放弃就是一种思想的深度，不放弃就需要你努力
去思考。

维修工作每天都是千差万别，但是如何高质量的去完成每项
工作，这不简单，这需要我们拥有一个匠心，一个会思考，
愿意思考的态度，也许有些人每天面对着检修作业毫无思考
的心态，报着干一天混一天的态度，那相信早晚你会被公司



所淘汰，嘉吉有好多先进的工具和理念，5why,opl,rca,鱼骨
图……我们要主动去思考，追求这一份匠心，在工作生活中
不断磨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传承匠人精神。

匠人读后感篇六

通过这次的阅读，让我对自己从里到外通透的看了个清楚，
也完全颠覆了我对“毕业”的理解。让我了解了一个企业可
以坚持几百年的原因靠的不是运气也不是偶然，而是“匠人
精神”的传承。我也很诧然为什么这些百年的企业都是在别
的国家？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和精神传承，也有“孝
道，师道”的传承，却没有把“孝心”融入到技能研修或者
企业管理制度里。虽然扯得有点远，但是，是我的真切的想
法。

听完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不是匠人精神的三十条，虽然我也在
一条一条的记，一条一条的对比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
哪一点我做的不够好或者我带领的团队应该怎样去做？重要
的是听到樊老师在介绍匠人三十条之前提到的两个观点，一
个是从打扫卫生分析出来的“自尊水平”一个是从匠人每天
高喊三十条中分析的“培养下意识”。

他用心理学分析说：在自己收拾的很干净的环境里工作，会
不知不觉提高个人的自尊水平，一个人自尊水平的提高，你
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你也会认为周围的伙伴都是很
优秀的伙伴。自尊水平提高了自然而然就会对自己提出更高
的要求，并且能够快乐的去实现。也提到了就像孩子学习，
当你让孩子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棒的孩子，认为他自己就是一
个爱学习的孩子的时候，孩子在学习上就会感觉并没有那么
痛苦，反言之就会有反面的影响。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用到我
们的工作和教学当中。

第二个是“培养下意识”，我听到这个词突然感觉很神奇，
正常我们理解下意识的动作，都是人们自身的防范保护意识



的反射动作，把工作中的下意识培养成人的自然的反射动作。
秋山木工的学员在八年的学习当中至少要喊上万遍的三十条，
完全培养出了下意识的反应，把三十条规则融入到血液当中
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可以想象下意识的力量是多么的可
怕，所以这个世上没有学不会的技能，也没有记不住的复杂
公式，只是看你有没有真正的用心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