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匠精神读后感(优质9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工匠精神读后感篇一

看过《工匠精神》这本书以后感触很深，会让我有时候浮躁
的情绪平静下来。

态度的根本是:我是谁不重要，我做的事才重要，如何让自我
做的事重要，要让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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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自我的工作，而且做工作的结果
是要超越领导的期望，而不仅仅仅是到达领导的期望，我们
常常以为到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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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工作中，一个人把自我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自我做的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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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建立在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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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提高自我做事的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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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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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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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时光消极怠工，装装样貌，最终浪费的还是自我
的人生。但是很多人工作了一辈子，都不会懂得这个道理，



他会觉得工作的时光是老板付酬的，偷一点懒，就占一点便
宜，其实，那消磨的都是自我的人生。凡事要用心主动，凡
事团队第一，凡事高标准严要求。每一天问自我，这天我哪
里做得很好，这天我哪里能够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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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本书己受益匪浅，理解了
许多，找到了自我工作的定位，明白只有把结果做好了，才
是对自我和别人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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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读后感篇二

翻开《工匠精神》这本书的第一页，映入眼帘的第一段话就
在我心中荡起波澜，引发了我久久的沉思。“将毕生岁月奉
献给一门手艺、一项事业、一种信仰，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可
以做到呢？如果做到，需要一种什么精神支撑？”这也是我
心里的疑惑，我如饥似渴的阅读这本书，渴望在书中寻找到
答案。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寿司之神”小野二郎先生超过55年都
在握寿司，是全球最年长的三星大厨，在日本地位崇高。你
看，就是最简简单单的握寿司，只要你专注，全身心投入，
并且长此以往的坚持下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你就能获得
成功，获得人们的敬重。这就是成功的秘诀，这就是工匠精
神最纯正的呈现！工作无论大小，选择一个方向，然后就埋
头坚持不懈的专注，把任何事做精了，你就成功了！我想：
作为一名教师，最大的成功就是孩子们的成长!

常常看电视选秀节目，那些深入人心的演出，常常被评委赞
扬为“用生命唱歌的歌者”、“用生命舞蹈的舞者”。就像



付守永先生，也常被学员称为“用生命演讲的人”。我恍然
发现，那些对一件事热爱到生命里的人，常常容易获得成功。
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帮助我树立对待生命力的态度，
帮助我树立了正确的“工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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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嘲笑你的梦想，人们嘲笑的是
你的能力。“明确目标，把梦想当作信仰。”我特别喜欢这
句话。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拥有梦想，这才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而梦想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目标。明确目标后，我们要做的就
是寻找方法来实现它。不要害怕梦想路上的艰难险阻，不要
担心没有人为你喝彩，就埋头朝着心头的方向向前冲，终有
一天会到达。

我想，这本书之所以，吸引人之处也在于它并不是反复的向
我们传授高深的道理，而是利用了丰富的有趣的论据来阐述
自己的观点，传达给我们笔者的精神。在丰富的故事中，我
不知不觉就读完了这本书。

每个人也许有很多很多的梦想和野心，为自己的未来设想了
很多种可能，为实现梦想制订了许许多多的计划。可是实施
起来的时候，难免会东做一下，西做一下，最后一事无成，
什么都没做好。书中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棒：砍掉多余的
野心，专心地做一件事，要胜过马马虎虎地做一堆事。作为
一名教师，做好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我想我的最大的野心
也就是希望我教过的每一个孩子都成人成才，都能成为更好
的自己。

到。心在哪里，智慧就在哪里！

工匠精神读后感篇三

将毕生岁月奉献给一门手艺、一项事业、一种信仰，在这个
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如果做到，需要一种什么精神



支撑呢？对于这个问题《工匠精神》这本书给了你最好的答
案。作者所阐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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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之器，工匠之行五个方面告诉我们“不
仅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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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你选择好职业，你必须全心投入工作中，你必须爱自己
的工作，千万不要有怨言，因为怨言会扼杀你的激情和价值。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的人终其一生不过原地
踏步，而有的人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有声有色。最根本的原因只是他们对自身工作的认知和对待
工作的态度及处理方法不同。

20xx年，86岁的小野二郎是全球最年长的三星大厨，被称
为“寿司之神”，在日本地位崇高，“寿司第一人”的美誉
更远播全世界。小野二郎超过55年都在握寿司，他的寿司店
被誉为值得花一辈子排队等候的寿司店。他的成就来源于他
对寿司所注入的精神，来源于他对自己职业的热爱。

人有时候都是会累的，都会抱怨，工作忙，工作累。都喜欢
自由，喜欢家，因为在家觉得轻松自在不受束缚，于是我们
越是抱怨，越是觉得累。为什么我们工作的时候会如此痛苦？
因为我们自己为自己设限，自己把自己放在了痛苦工作的位
置上，如果我们把工作当作一种修行，就会发现，原来工作
是生命的享受。日本江户时期著名思想家二宫尊德，出身于
一个破落的农家，12岁代重病的父亲出工参加繁重的工
作。14岁，父亲病故，他就每天白天上山砍柴，晚上编织草
鞋，以卖钱补贴家用，不管多么辛苦、单调的活计，他都尽
心尽力地工作着，后来二宫做出了惊人的业绩，被视为日本
之神。二宫这件事告诉我们专心致志于一事，努力工作精神
自然得到磨练，进而形成厚德载物的人格，这才是工作的尊
贵之处。



我深刻领会到，使自己由浮躁变为脚踏实地，由随波逐流，
循规蹈矩变为积极主动工作，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全身
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去，这才会体现自己的价值，
这才是工作。只有我们将企业事情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将
企业当作自己的家，才可以造就一个充满生机，具有活力的
企业。

态度决定一切。好的态度应该是努力的付出，努力的追求，
不要强求结果，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拥有好的态度不
仅能提高工作效率，也会在工作中获得幸福。只有用心做事，
才能把事做出色。从今天开始，今时开始，端正自己的态度，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亮，努力做一名“明灯式”的合
格匠人！

工匠精神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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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静下心再次翻阅这么书的时候，我才慢慢发现，这种精
神是多么的高尚与执着。是的，这不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本
书,这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种
精神与力量会催人奋进助人成长，直至造就职场的核心竞争
力，这就是每一个乐观、健康、积极向上的人应该具备的一



种精神——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

人有时候都是会累的，都会抱怨，工作忙，工作累，工作是
受罪。都喜欢自由，喜欢家，因为在家觉得轻松自在不受束
缚，于是我们越是抱怨，越是觉得累。越是觉得这简直就是
再受罪。从而我们会慢慢变的迟到早退偷懒服务态度不好等
等对工作不认真负责的状况屡屡发生，然而我们应该问问自
己，这是不付责任的。

只有员工将企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将企业当作自
己的家，才可以造就一个充满生机，具有活力的企业。

敬业会让你出类拔萃。不要满足于普普通通的工作表现，要
做就要做得最好，你才能成为企业里不可或缺的人物。超越
平庸，选择完善。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一生追求的格言。有
无数人因为养成了轻视工作、马马虎虎的习惯，以及对待工
作敷衍了事的态度，终致一生处于社会底层，不能出人头地。
你工作的质量往往会决定你生活的质量。

我深刻领会到，使自己由浮躁变为脚踏实地，由随波逐流，
循规蹈矩变为积极主动工作，真正把热爱企业、热爱岗位、
全心全意履行岗位职责落在实处。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有
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工作，才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出类拔萃，
这也是敬业精神的直接表现。不论你的工资是高还是低，你
都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工作作风。

其实工作就是一种修行，在修炼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披荆斩剌，
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冷讽热嘲，使自己变的强大。

“用心做事”是一种人生原则，它能使自己在生活中学到更
多，做得更好，只有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出色。“用心做
事”是对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正确的思维方式。态度决定一
切。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的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一个
人一生的成就。

工匠精神读后感篇五

第一次读到付守永先生的《工匠精神》一书，是在今年3月中
旬到河南许昌胖东来游学参观时，封面并不花哨的这本书却
用烫金工艺突出了“工匠精神”四个字，好奇引导我继续读
下去。

我看书的习惯是先看目录，翻开目录看到了我熟悉的企业案
例，比如德胜洋楼，比如热门的乔布斯。这都是让我尊敬和
敬畏的企业与企业家，我倒想看看作者都会怎样来剖析和介
绍。

重新翻开封面，扉页上的第一句话牢牢的吸引了我：“工匠
平静、安适、充实、愉悦、幸福，活在当下，强在内心;打工
者焦躁、忧郁、惶恐，永远为看不清的明天奔忙，外表强悍，
内心空虚。” 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每时每刻都在热议
商业模式、盈利模式的今天，在时代热情鼓噪快公司大跳跃
的时刻，我们距离平静、安适、充实、愉悦、幸福都貌似太
远了，所以为什么中央电视台会在新闻栏目中发起“你幸福
吗”的问话。我也问过身边很多朋友，多数朋友都会觉得并
没有达到自己想象的幸福，问及他们想要的幸福，回答
是“农妇、山泉、有点田”或者“在海边有一套房，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也许物质程度能满足，却唯独失去了内心
的幸福。前几天罗永浩的锤子手机因为质量问题给当初宣传
自己的工匠精神一个响亮的耳光，其实互联网时代，怎样营
销、推广、吸引粉丝，那都是后话，互联网时代，产品仍然
是最本质的核心。

何谓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就是有信仰的踏实和认真!小野二郎
的寿司店、苏州德胜洋楼、河南许昌胖东来都是对工匠精神



最纯真的呈现。

用一生为代价去做一件事情，那是一种纯粹的伟大。用修行
的价值观代替浮躁功利的工作观，才能让你的生命沉淀下来，
才能让你拒绝身边无穷无尽的诱惑，才能抑制你的贪欲，才
能让你专注、聚焦，才能让你把“简单的动作练到极致就是
绝招”。很多企业都在追求做大、做强;很多员工都在追求只
想做“大事”而不想做“小事”。试问：什么是真正的大，
什么是真正的小?小的事业做到极致并一直去追求更高的极致，
这事业就是“大”，就是“强”;一旦你决定好职业，就必须
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你必须爱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有怨
言，怨言会扼杀你的激情和价值。成功其实很简单。成功不
在大小。工作无论大小，如果毕其一生去做，那就是一种巨
大的成功。敬畏自己的工作，用正确的工作理念指导自身工
作，才会有善果。(百团大战读后感)

我们经常被宣导，“知识就是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其
实这话是不对的，单纯的知识储备不会成为生产力，更不会
给你力量，只有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才有可能产生生产
力和力量。所谓知道并不一定会做到，做到不一定会做好，
做好才能产生成就感。手工艺的匠人们从来不贪多求快，任
何一点的小细节都会深思熟虑、仔细斟酌。匠人们把自己的
一生奉献给一门职业，埋头苦干，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视
工作为修行，视品质如生命，这样的人最有魅力，也最能打
动自己与别人的心弦，感动自己的灵魂。所谓“慢就是
快”“不走捷径就是最快的捷径”。“砍掉多余的野心，专
心地做一件事，要胜过马马虎虎地做一堆事。”不要让自己
走的太快，有时也要停下来，等一等我们的灵魂。

西方人找工作的观念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中国人找工作
的观念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其实，打工的状态不可怕，
打工的心态很可怕。敬畏自己的工作，因为你所做的工作就
是你生命价值的体现，敬畏工作就是敬畏自己的生命。



实践正确的为人之道，磨练自己的灵魂，提升自己的人格，
在工作中体悟生命的正道。真正的践行者，一定是工匠精神
的受益者，推荐朋友们一定要有机会仔细品读这本书。我做
不到像人民币一样人人都喜欢，我更做不到像太阳一样普照
大地，但我希望能做一盏明灯，哪怕只能照亮身边的几平米，
也是对我生命价值的尊重与体现!做一名“明灯式”的合格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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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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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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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读后感篇六

很久以来就对付守永的著作《工匠精神》有所耳闻，近日有
幸拜读，读罢掩卷，心中感触良多，我被书中精彩纷呈的小
故事和作者入木三分的道理阐述震撼着，现将感想列出一二，
与大家共同探讨。

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对自我所从事的工作进行过深层次的
思考，到底值不值得全心付出在又苦又累的时候会想：反正
都是发那么多工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是更舒适惬意吗
工作和生活到底怎样平衡等等……此书以全新的角度解答了
这些问题，并告诉我们，工匠精神不是枯燥机械的、僵硬死
板的，而是一种热爱工作的精神，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
它不只是一种付出，更是一种获得，拥有工匠精神无论对自
我还是和对企业，都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乔布斯曾说：“工作将占据你生命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从事
你认为具有非凡意义的工作，方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感。
而从事一份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热爱这份工作”。
不可否认，“工匠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



它可能默默无闻，无私地贡献着自我的光和热，从而确保了
企业的正常运转。试想，若没有这种精神，企业将会怎样作
为公司中的一分子，每个人都应认识到“今日我以公司为荣，
明天公司以我为荣”，“我是公司中的一员，我应当对公司
负责”。如果不作奉献的话，整个公司最终将会失去赢利的
机会，受损失的不仅仅是公司，还有公司的成员，当然也包
括自我。所以，为了公司的利益，也是为了自我的利益，必
须要摒弃那种“马马虎虎就能够”的想法。

一份职业，一个工作岗位，是一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
保障。同时，一个工作岗位的存在，往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
和发展的需要。我以往听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东汉时有一少
年名叫陈蕃，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

事，仅有兢兢业业圆满完成自我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公司
的兴旺乃至整个社会的繁荣才有可能实现啊！

总之，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他的人生态
度，仅有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得出色，才会为企业做出
更多的贡献。

工匠精神读后感篇七

说到工匠，我首先想到的是出春秋战国时期的鲁班师傅，他
被称称为“工匠始祖”。在各种木工技术很多涌现的时代，
鲁班大师的每一个智慧结晶都没有被现代高科技元素所淹没，
许多工具至今仍在使用。每一件工具的发明都是受到鲁班大
师生产实践的启发，经过反复的研究、思考和实验。

这是一个从一无所有到有所成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经历了各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困难，这是鲁班大师用他对木工
的热爱，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创造出来的!

《工匠精神》书中的许多地方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为什



么要工作”、“工作的价值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让我深思。
从我开始工作到此刻已经八年了。我每一天都在做同样的工
作，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喜欢这
份工作吗我是否愿意完成工作中的每一项任务我突然想起了
这些问题。

可是，我很快在书中找到了答案。是的，我爱我的工作，要
不然也不会一干就是八年，一如既往地坚持。工作让我赢得
了幸福，当每一个技术难题被解决的时候，我是那么兴奋，
充满成就感，体现了自我的价值。

书中提到“把工作当成一种修行，用修行的价值观代替浮躁
功利”。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理
解。一生只去做一件事，那才是真正的伟大。

此时，我想起了自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十年前经过自我的努力自学成了泥水匠。十年的时间里，一
个普通农民成为当地一个著名的室内装修泥水匠。10年的努
力，创造了今日的价值，这是一个充满荆棘的过程。从我的
父亲身上，我看到了坚持，对家人的默默奉献。

我们能够把工作看成一种修行，从修行中不，我们不断学习，
不断成长，不断完善自我。作为一个航空人，方文默的故事
一向激励着我，我也能够在平凡的工作中成就不平凡的事业。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和工作信念，指引着我从一个普通
的员工成长为一个有价值的员工!

工匠精神征文

弘扬工匠精神征文

工匠精神主题征文



宣扬工匠精神演讲稿

教师工匠精神演讲稿

关于工匠精神演讲稿大全

工匠精神读后感篇八

“制造精神”“工匠精神”这些鲜活的字眼，频繁出此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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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大伯堂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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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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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对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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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人员的很多变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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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都有干不完的活，那
段时间每一天回家都是筋疲力尽，可是思想上一向很执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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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自我”出现了。
在空闲的时候我会去想“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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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欣喜自我办事真利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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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觉得自我在给别人打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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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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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的工匠态度进取的应对工作，将工作中的任务当做工艺品
去雕琢，相信工作、生活会所以而变得更加充实和美丽。

工匠精神读后感篇九

我看书的习惯是先看目录，翻开目录看到了我熟悉的企业案
例，比如德胜洋楼，比如热门的乔布斯。这都是让我尊敬和
敬畏的企业与企业家，我倒想看看作者都会怎样来剖析和介
绍。

重新翻开封面，扉页上的第一句话牢牢的吸引了我：“工匠
平静、安适、充实、愉悦、幸福，活在当下，强在内心；打
工者焦躁、忧郁、惶恐，永远为看不清的明天奔忙，外表强
悍，内心空虚。”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每时每刻都在
热议商业模式、盈利模式的今天，在时代热情鼓噪快公司大
跳跃的时刻，我们距离平静、安适、充实、愉悦、幸福都貌
似太远了，所以为什么中央电视台会在新闻栏目中发起“你
幸福吗”的问话。我也问过身边很多朋友，多数朋友都会觉
得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象的幸福，问及他们想要的幸福，回答是
“农妇、山泉、有点田”或者“在海边有一套房，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也许物质程度能满足，却唯独失去了内心的幸
福。前几天罗永浩的锤子手机因为质量问题给当初宣传自己
的工匠精神一个响亮的耳光，其实互联网时代，怎样营销、
推广、吸引粉丝，那都是后话，互联网时代，产品仍然是最
本质的核心。



何谓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就是有信仰的踏实和认真！小野二
郎的寿司店、苏州德胜洋楼、河南许昌胖东来都是对工匠精
神最纯真的呈现。

用一生为代价去做一件事情，那是一种纯粹的伟大。用修行
的价值观代替浮躁功利的工作观，才能让你的生命沉淀下来，
才能让你拒绝身边无穷无尽的诱惑，才能抑制你的贪欲，才
能让你专注、聚焦，才能让你把“简单的动作练到极致就是
绝招”。很多企业都在追求做大、做强；很多员工都在追求
只想做“大事”而不想做“小事”。试问：什么是真正的大，
什么是真正的小？小的事业做到极致并一直去追求更高的极
致，这事业就是“大”，就是“强”；一旦你决定好职业，
就必须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你必须爱自己的工作，千万不
要有怨言，怨言会扼杀你的激情和价值。成功其实很简单。
成功不在大小。工作无论大小，如果毕其一生去做，那就是
一种巨大的成功。敬畏自己的工作，用正确的工作理念指导
自身工作，才会有善果。

我们经常被宣导，“知识就是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其
实这话是不对的，单纯的知识储备不会成为生产力，更不会
给你力量，只有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才有可能产生生产
力和力量。所谓知道并不一定会做到，做到不一定会做好，
做好才能产生成就感。手工艺的匠人们从来不贪多求快，任
何一点的小细节都会深思熟虑、仔细斟酌。匠人们把自己的
一生奉献给一门职业，埋头苦干，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视
工作为修行，视品质如生命，这样的人最有魅力，也最能打
动自己与别人的心弦，感动自己的灵魂。所谓“慢就是
快”“不走捷径就是最快的捷径”。“砍掉多余的野心，专
心地做一件事，要胜过马马虎虎地做一堆事。”不要让自己
走的太快，有时也要停下来，等一等我们的灵魂。

西方人找工作的观念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中国人找工
作的观念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其实，打工的状态不可
怕，打工的心态很可怕。敬畏自己的工作，因为你所做的工



作就是你生命价值的体现，敬畏工作就是敬畏自己的生命。

实践正确的为人之道，磨练自己的灵魂，提升自己的人格，
在工作中体悟生命的正道。真正的践行者，一定是工匠精神
的受益者，推荐朋友们一定要有机会仔细品读这本书。我做
不到像人民币一样人人都喜欢，我更做不到像太阳一样普照
大地，但我希望能做一盏明灯，哪怕只能照亮身边的几平米，
也是对我生命价值的尊重与体现！做一名“明灯式”的合格
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