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的心得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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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
会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陕西的心得体会篇一

《工匠精神》这本书，说真的，不是我会主动寻阅的类型。
迫于无奈，我翻阅了：粗看；但是很多故事链接，却吸引我
细看这本书。其中最能引起我共鸣的是：用智慧驾驭自己的
情绪，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敬业会让自己变得出类拔
萃，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作为一个工作三年的我，首先上述情况我亲身体会过：认为
这不过就是一份工作，无论我是否认真对待，只要不出问题
就好，我一样拿相应的薪水，领导一样不知道。可是时间久
了，你会发现，这种心态令自己心情严重压抑，真的觉得自
己很老很老了……通过这本书己受益匪浅，真的理解了许多，
找到了自己工作的定位：做一个善良坦诚的人，因为只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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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即使不能带动气氛，但至少不做气氛的破坏者，
有效沟通，永远保持初学者的心态，才能保持自己心态年轻，
心情愉悦；把化验结果和化验室管理做好了，才是对自己和
别人负责，敬业会让自己变得出类拔萃。只有找准了自己的
工作定位，才能引导自己向价值型员工进化，才能实现自我
价值。

《工匠精神》这本书告诉我们，实现自我价值，首先要找准
自己的工作定位，乐于做。



德胜洋楼聂圣哲说：当你把工作作为一项任务去完成的时候
（要我干），那仅仅是完成任务，并不能把一项工作做好；
只有充满激情的时候，才有可能把工作做得出色。所以我们
的程序化工作要执行，同时还要唤起自己对本职工作的热情。
被动地执行程序，也就是完成任务而已。只有充满热情地去
工作，才会取得完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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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工作重质，向来要求对工作的认真、严谨，原则
性强，化验室更是如此。化验结果和化验工作的质量直接关
系着原料及成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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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近红外上线后，很多化验员担心自己会被机器取代，认为
化验这一行没有出路：其实这种担心完全不必，近红外的一
切结果均来源于湿化学，近红外需要我们时时的维护，验证。
足够的细心、信心，你的工作绝对出类拔萃。姑且认为这是
企业为我们化验员搭建了实现价值的平台吧，维护好近红外
的有序运行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作为普通的一名饲料检化验员，在普通的岗位上做着普通的
工作，认真执行每一步检测流程，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工
作繁琐不抱怨，实验失败不气馁，工作重复需励志，工作责
任勇承担，实现自己工作价值的同时，也为饲料质量管理贡
献自己一份微薄但是磅礴的力量。



陕西的心得体会篇二

当我翻开那一本用烫金色印刷字体一位名叫付守永大师写的
《工匠精神》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看过了这一部著作，
似乎它并不深奥，但中间的故事直入主题，顿时让我明白了
许多。

我不仅仅在问自己，自己真的很迷茫，我们为什么工作，需
要的是什么，一开始我个人觉得这不切实际，这个社会这个
世界，人大部分都是自私的，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
灭。

然而当我静下心从新翻阅这么书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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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向上的人就应具备
的一种精神——先处理情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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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喜爱自由，喜爱家，正因在家觉得简单自在不受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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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就应问问自
己，这是不付职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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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够造就一个充满生机，具有活力的企业。

敬业会让你出类拔萃。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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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完善。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一生追求的格言。有
无数人正因养成了轻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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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规蹈矩变为用心主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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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就应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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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披荆斩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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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工作强烈的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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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的心得体会篇三

《匠人精神》，秋山利辉，初听此书时，因为没有深入去体
会，所以觉得似乎并不是很深奥，今晚，当我再次静下心来，
细细重听此书时，书中直奔主题的每一个故事，让我感觉受
益匪浅。

此书的重要核心为一个“孝”字，书中秋山先生通过列
举“秋山木工”的“匠人须知30条”，深入阐明了其心目中
一流人才培养的核心“孝”，即培养一个人的品格比培养其
技术更为重要。秋山先生是以95%教人，5%教技术，因为在他
看来“一流的匠人，人品比技术更重要”。一个人，首先，
要有一个好的心性，才能养成体内一流的精神，从而练就一
流的技术。正所谓，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最后才能做



好事。在秋山木工学习的8年时间，秋山先生不仅磨练学生们
的技术，更是锤炼了他们的人品。如果一个人的品德不行，
再好的技术，也是难以服众。所以，不管是在以“孝”治天
下的古代，还是在喧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无论我们从
事何种事业，都希望不要忘记本心，因为，当你有这么一份
孝心的时候，你才会做到敬天爱人，才能做好身边的每一件
事。当然，如果公司里的每会员工都能做到这一点，企业必
能成为行业中的皎皎者。

秋山先生在创立“秋山木工”的第13年，他制定了“匠人须
知30条”，这也是秋山先生对“秋山工匠”所有学徒，8年学
习生涯的要求。匠人须知30条，每一条开头都是“进入作业
场所前，必须成为„„人”，这正是秋山先生教育工房学徒为
人的基本道理，也正好呼应了他一直崇尚的：品德比技术更
重要。

“进入作业场所前，必须先学会打招呼”。这条须知不禁让
我联想到公司组织的早晨鞠躬礼，公司不正是运用了匠人须
知30条中的第一条吗，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员工自身素养，自
信心，以及克服羞怯的心理障碍，如果一个人，连最简单的
打招呼都不会，又如何与客户、同事作交流，如果没有足够
的自信，在客户面前唯唯诺诺，又如何能赢得客户的肯定与
信赖。

“进入作业场所前，必须先学会联络、报告、协商”，这条
须知是我们职场上一个最基本素质。在工作中，遇到无法解
决的问题，或者需要联络、报告其它部门协商的，需要先联
络，不可任意作自我判断、解决。众观所有企业，任何一个
公司的发展与壮大，都不会只是闭门造车，沟通协商，必不
可少。

“进入作业场所前，必须先成为不会让周围的人变得焦躁的
人”。如果一个人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不站在对方立场想问题，像这种人，只会让周围的人变得焦



躁，更不用说他会好好的为公司为客户服务，若是如此，又
如何能拥有一流技术，成为对公司有用的人才。所以，在工
作中，习惯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问题，是一个人品德的提
升。

日常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及生活场
所，所以秋山先生在匠人须知30条里，容入了“进入工作场
所前，必须先是和谒可亲，好相处的人”。和谒可亲，让人
觉得平易近人，好相处。新员工与老员工亲，上属与下属亲，
体现团队凝聚力，因为有好的工作氛围，才能让人更好更投
入到自己的工作中。

好的工作氛围重要，每个人的责任心也非常重要。秋山先生
要求他的学生们“进入工作场所前，必须先成为有责任心的
人”。何为责任心，就是遇到问题，勇于直面解决，而不是
一味的逃避。尤其是细小的问题，更不能含糊。因为细节可
以决定成败，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错。如果身边有人出错，
也要勇于指出，甚至也当作自己的责任，发现问题并妥善处
理，这样的人，公司才会赋予更多的责任在他身上，提升品
行。

我们公司客户大多为日本客户，跟他们打过交道的同事都知
道，他们的时间观念非常的强，也许是因为日本国度里的一
个工作习惯。秋山先生要求他的学生们“进入工作场所前，
必须先成为有时间观念的人”。时间的合理有效利用，是每
个企业都非常注重的一个问题。一套模具，从接单、设计、
加工、试作、生产等一系列过程中，各部门在时间上都是节
节相扣，任何一个流程上时间的延误，都会影响整个日程，
甚至因为延误，在客户面前造成不好的影响，严重的会直接
影响企业订单。

有很多人认为，一个人做事如何，从他使用的工具以及他工
作所在环境情况，就能看出。工具就如同手足，要爱护有加，
好的工具才能做出好的工件。如果把每天自己使用的工具随



便放置，甚至用到的时候也无法找出，这样，又如何能把工
作做好。环境亦如此，分类、整理、整顿、清理、清扫，是
每个部门每天必须做的工作，因为通过打扫、整理，可以提
升人的品格与修养，从而练就更高的技术。这正是秋山先
生30条须知里的“进入作业场所前，必须成为随时准备好工
具的人”和“进入作业场所前，必须先成为很会打扫整理的
人”。

秋山先生的“匠人须知30条”，正是每个企业发展所需的工
匠精神。

时代在快速发展，科技在不断进步，在这个快节奏的年代，
我们的企业及个人更需要赋予这种“工匠精神”，更需要像
秋山先生这种“通往一流的道路”的“孝”心指引:

守：全力吸收师傅传授知识。

破：将师傅传授的知识变成自身本领。

离：开创自身新境界。

陕西的心得体会篇四

《匠人精神》这本书的主旨是：实现自我价值，首先要找准
自己的工作定位，要喜欢自己现在做的工作，而不是被强迫。

可以说这本书是日本企业文化的一种缩影，令人佩服的就是：
日本人从大型跨国企业，到街边小店、路边摊，维持经营上
百年的店铺不在少数。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把工作完全当成
谋生的手段，而是当成了一种传承一种文化精神，且希望这
种文化和精神能被后代永远传承下去。专注产品、重视积淀、
享受过程，这正是工匠传承精神与追求短期利益的商人精神
之间最大的差别。他们身上或许会少了商人的机智小聪明，
但他们却多了一份对事业的认真。因为他们喜欢做手中的事



情。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对于这本书的总结：可以把工作当成一种修行，在修炼的道
路上一切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而修行过程中像书中所讲：最重要的就是细节，细节决定成
败，书中反复强调：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与人打招呼，吃
饭等等，都是一些看似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情，可是，
正是这些小事才最应该注意。

最后，借鉴一句别人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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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才能成为不
可或缺的人物。不会平庸，慢慢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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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作的质量往往会决定生活的质量。

所以用心做事，态度决定一切。

陕西的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次接触到付守永先生著的工匠精神这本书是在一个忙碌
的上午，公司领导朱经理拿到我面前的，我迟疑了下结果这
本书，书的封面是一种很复古的绿色，上面写着4个金色的大
字，工匠精神，下面用着黑色的写着一行很醒目的字，向价
值型员工进化，看到这，我好像豁然开朗明白了什么一样。

工匠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在当今社会，很多人
都像工匠一样每天做着重复的事情，但是不同的是这些人不
具有工匠所具有的精神，工匠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就是一种机
械重复的工作者，在社会中，人们对工匠的态度并不是多么
的友好，以为工匠是一种很低等的只为，早在封建社会时期，
“工”被人排在第三位，课件工匠在古代的地位也是非常之
低的，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其实工匠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他代



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精益求精，工匠不一
定都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但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身上都有
这这种精神，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隋朝时期的李春，相信大
家都知道他是因为赵州桥。赵州桥可以说是一代巨作，他距
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期间经历了8次以上的地震，8次
以上的战争考验趁手了无数人畜车辆的重压，至今仍巍然屹
立至今，这一设计建造让李春不愧成为中国古代工匠的接触
典范。

学会做一个有信仰，讲诚信懂感恩的人，让自己向价值型的
员工进化，先做人后做事，始终牢记工匠精神，我相信，我
们都能成为想成为的人。

陕西的心得体会篇六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
现在就让我们写一篇走心的读后感吧。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
随便应付就可以，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匠人精神》读
后感范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匠人精神》读后感1

阅读了《匠人精神》这本书，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其实不
仅仅仅是从个人角度，从一个国人的角度也就应有意识的学
习日本人的工作作风和为人处世的方法，这对于我们的工作、
生活以及对下一代的教育都会有很大的帮忙。

让我感受最深的第一点就是“匠人精神”尊重每一项工作。
任何职位、任何工作都期望能够做到顶尖水平，无论是做木
匠、饮食都会努力做到最好、最出色。对日本人来说，任何
生活细节、产品设计、工作中的环节，都务必集合意志力与
生命力，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人生的目标。

亚洲第一培训讲师陈安之先生以前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每一



天想着如何赚钱，那你就赚不到钱，如果你想着怎样成为行
业的第一名，那钱就会源源不断的涌来，而“匠人精神”就
是要阐述这个观点，做任何事情都要把它做到最精。在这个
问题上，我们就应从上至下的灌输这一思想，让企业的每个
人都能将自己的工作做到最细、最精，将自己的工作做到最
好，这样企业就会总体上升一个高度。

让我感受深刻的第二点就是事物做到极致，任何的工序都不
会出现问题，不允许出现瑕疵，这种做到极致的态度其实体
此刻很多方面，比如，你去日本大街上转一圈，你会发现他
们的店铺招牌都做得十分漂亮，不论是材质还是设计，都是
恰到好处，精致美观。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态度作为基础，你会发现日本人的产品在
细节上十分到位，从一碗拉面的味道，到一颗汽车螺丝的位
置，都十分的有讲究，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与其他
国家的产品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也是日本“匠人精神”中
值得学习的地方。而在我们的工作中，明显存在着应付差事
的问题，对于问题的出现抱着不用心进取的态度，应付了事，
正是这样问题的出现，才会使得业绩没有明显的进步。

“匠人精神”值得学习的第三点就是肯于钻研的精神。日本
人喜欢将现有的事物进行升华，汽车不是日本人发明的，但
日本人在汽车已经发明出来的基础上将技术进行更好的更新，
让各项功能得到升华，从而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感受。

他们对生活是细心的，不允许出现错误，把服务对象当做最
在乎的人，学习这种匠人精神，就是坚持对细节的把握，扎
扎实实的进行实践，去完善自我，这不仅仅需要精神，还需
要动力。

《匠人精神》读后感2

创业者是一个管理者，但这本书里所讲的匠人，并不是现代



公司制度下的管理者，而是一个技术员工。此刻貌似越来越
多的人拿到了本科毕业文凭，毕业后都去从事脑力劳动，去
做白领了。反而做为技术工人的蓝领此刻有很大的缺口，工
资也高，我其实很想有一技之长。也想去学木匠，还想去开
火车，或者去做一个工程师，但我最后的路还是和大多数人
一样，走进了一家公司，一点一点的磨练自己。

书中写的虽然是秋山木工工坊的带学徒的方法，但是里面的
一些经验和做法也是值得所有想有一番成就的人学习的。每
一件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值得用很多年去强调。比
如和人打招呼、比如吃饭、比如和人说话该怎样回答，这些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恰恰是这些习以为
常的事情确实最就应注意的。

以前读过胡雪岩，明白了他也是从一个小学徒干起，学徒期
间要为师父师娘倒夜壶，要没有怨言的去做好师父交代给他
的每一件事。其实这样的带徒方法不止是秋山木工有，中国
也有。只但是这些传统的行业在逐渐被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
了，一个匠人在自己的专业技能上投入的时间、感情、精力
在逐渐减少。很大一部分需要由手和心共同完成的事情逐步
被机器代替了。此刻到博物馆看一些展品也会经常感叹，独
具匠心、能工巧匠、匠心独运等，但是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
我们充其量也就感叹一下窝草，这技术这么牛逼，等这技术
普及了以后再也没人提起这牛逼的技术了。

其实对一项工作、对一个人、对待自己，是需要投入时间的，
要坚信大器晚成这一信念。做事之前要学会做人，学会投入
热情，学会担起职责，学会为自己的成果自豪、负责。

《匠人精神》这本书，不仅仅仅教会了我怎样做事，更教会
了我怎样做人，去做一个富有激情、负有职责的人。《匠人
精神》通篇没有讲怎样运用那些工具，也没讲做家具的具体
细节，只是讲在进入作业场、进入工作前要做的一些心理上
和情绪上以及思想上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要做到实处，做



到融入血液中还真需要投入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去不断的督促自己、要求自己。

虽然投入到了现代化的公司从事工作，但是这种传统的塑造
人才的方法值得现代人去学习，去实践。那么从此刻开始，
用心和身边的人打好一个招呼吧。

《匠人精神》读后感3

匠人精神，是一种执着，是对事情不放弃的一种思想上的深
度，从而淬炼心性，唤醒每个人的一流精神。

大学时，我经室友推荐读了秋山利辉的《匠人精神》，书中
主要讲述了如何培养具有特色的合格“匠人”，作者经过列
举秋山木工的“匠人须知三十条”，阐述了其心目中一流人
才培养的核心：即对一个人的品格重视远高于对其技术的要
求。同时，经过讲述自我从进入木工行业，努力自我培养，
直到成长为一名行业领袖的人生历程。在现代社会中，一个
人若想实现真正的自我，企业若想恢复凝聚力，重拾失落
的“匠人精神”势在必行。

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是我最喜欢的，如果抱着“我只做我薪水
分内的事”这种心态的话，就不会学到知识，做不成一名合
格的匠人。在每一天的学习工作中，我们要拿出全身心的精
力，持续做着有意义的事，要不断地积累经验，坚持开朗的
心境，帮忙身边的人。拿门岗工作来说，有的保安员穿着邋
遢，帽子歪着带，衣服扣子不扣，举止散漫，遇到外来人员
不询问、不登记直接放行，遇到问题不汇报，能躲就躲，不
愿承担任何职责。而有的保安员穿戴整齐，严格要求自我的
言行举止，做好职责内的每一件事。这就反映出，不一样的
保安员在相同工作中的不一样态度。

第一种人，就是抱着“我只做我薪水分内的事”想法的人，
他们已经不是合格的保安员了。抱着这样想法的人，也是不



可能传承“匠人精神”的。我们仅有战胜自我，每一天付出
百分之百的努力，抱着不断学习、提升自我的态度，不仅仅
把自我分内的工作干完，还要干好。“认真只能把事做对，
用心才能把事做好”，仅有这样，才能到达所谓的“匠人品
格”，从而更好地传承“匠人精神”。

书中提到“守破离”这个词，它的原型来自于确立了传统戏剧
“能乐”的世阿弥之教导，泛见于艺术、茶道、武道、体育
等领域。

首先是“守”。从跟着师傅学习，“守”就开始了。要模仿
作为工匠的心理建设，以及作为工匠必须具备的一切技能。
在这个阶段，对于师傅所说的事情，要全部回答：“是，我
明白了。”忠实、全力地吸收师傅所传授的知识。

其次是“破”。所谓“破”，指的是将师傅传授的基本形式，
努力下功夫变成自身本领的阶段。经过一边摸索、一边创新，
在师傅的形式中加入自我的想法。此时，如果没有坚实的基
础，自我擅加修改也是行不通的。

后是“离”。所谓“离”，指的是开创自我新境界的阶段，
也就是从师傅那里独立出来。在“秋山木工”，工匠从第9年
开始独立，迈向崭新的道路。

工作本就是一种修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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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
首先你必须热爱自我的工作，没有怨言。并且你必须穷尽一
切的时间磨练技能，这也是让你的团队敬重你的关键。作为
一名保安员，要时时刻刻把安全放在首位，努力钻研业务，
认同团队，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原
则，结合实际情景进取开展“抓预防、查隐患、堵漏洞、保
安全”的保卫工作。



正如秋山先生所说，所谓“执着”，就是对事情“不放弃”，
“不放弃”也是一种“思想的深度”。为自我、为他人、为
社会工作，生命将会熠熠生辉。对于安保工作来说，我认
为“执着”，就是坚持不懈地抓安全工作，克服麻痹思想，}
肖除侥幸心理，在工作中不断发现安全隐患并把它排除，对
安全隐患实行“零容忍”，对隐患整改情景进行“回头看”，
做到发现问题、紧盯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安保水平。紧绷
安全弦，让安全成为一种习惯，才能到达必须的思想深度，
才能进取主动的为群众服好务，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匠人精神》这本书，不仅仅教会了我怎样做事，更教会了
我怎样做人，去做—个富有活力、有职责感的保安员。《匠
人精神》通篇没有讲怎样运用哪些工具，也没有讲做家具的
具体细节，只是讲在进入工作之前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这
些工作要做到实处。做一名保安员也是如此，首先做好工作
前的准备工作，把安保工作做到实处，不断地严格要求自我，
做到把保安工作真正融入到血液中，把专注、活力、感恩这
些心理能量投入到工作中。

做一个匠人比较容易，只需要掌握一些关键的技术就行；但
拥有一颗匠心，却要在生活、工作中不断磨练，将自我的这
种匠人精神内化到工作中，投射到事务上。仅有这样，我们
才能传承真正的“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读后感4

近期，详细解读了所里推荐的书《匠人精神》，著者日本工
匠秋山先生在受西方文化影响，人人急功近利，追求速效，
刺激，追求创意，美学，带有浮夸，谜失的的社会大环境中，
能不受外界影响，静心，决心，专心一致的做法，使秋山木
工订制的家具能够使用百年或两百年，把“秋山木业”打造
成著名企业。其实质文化内涵在于利用“师傅带徒弟”的传
统方式和“八年育人制度”，用“慢”字诠释了匠人的种种
精神，使承袭与执着的精神得以唤发，我从书中得到的启发



是做人做事要“严、实、勤”。

首先是严，秋山先生对学徒制定了独特的“匠人研修制度”，
凡是希望成为家具工匠的`人，要进“秋山学校”需完成整整
一年的学徒见习课程，接下去是开始四年的基本训练，工作
规划、匠人须知的学习。之后要用三年学带徒弟，传承，合
计八年时间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匠。

二是实，做人做事都要实，一个不愿意从头老老实实地蹲好
每一个马步，不懂得从平地起高楼，聚沙成塔道理的人是很
难成功的。真正的成功，是从最不起眼，最基本开始反复练
习，才能打好最坚实的基底能力。

三是勤，只有勤奋，用心，持之以恒的去做事，终会取得好
的结果。秋山先生从自己成功经历来证明勤能补拙的道理。
秋山先生自认为不是个聪明伶俐的人，学生时期总是成绩倒
数第一，但在16岁时有机会进入大阪木工厂上班，尊敬师傅
的一切，对师傅说的话言听计从，和师傅住在一起24小时朝
夕相处，就像吸水的海绵一样，一点一点地吸收技术，创
办“秋山木业”，最后取得了巨大成功。

为此，我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要汲取《匠人精神》的精
髓，要静心，安心，专心，脚踏实地，做好工作。

《匠人精神》读后感5

原先就在网上看到介绍《匠人精神》这本书，想到日本传承
百年的企业与中国进行对比，以及对日本产品的质量认可，
日本公司在很多方面可以做到世界领先，在国家目前提倡工
匠精神，反思公司发展中需要什么样的精神，需要什么样的
公司文化。

本次公司组织学习《匠人精神》读了几遍后感受颇深。秋山
先生的这本书所体现的匠人精神、以及秋山先生本人历经四



十几年为日本培养输送一流匠人的这种意志和民族情怀，是
我们应该学习的。

所谓“匠人精神”，其核心是：是树立一种对工作执着、对
所做的事情和生产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在众
多的日本企业中，“匠人精神”在企业上与下之间形成了一
种文化与思想上的共同价值观，并由此培育出企业的内在的
动力。

秋山先生作为制作传统家具木匠，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出
不同的精神激励，看过《匠人精神》这本书就会体会到如何
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

如何做事：什么可以定位为会好好做事？为社会，为他人工
作，带着关心他人去工作，带着关心他人去处理人际关系，
让工作在爱中，让爱在工作。这是我们应该靠拢的方向。减
少自己偏见的心，利己的心，不公的心。增强自己利他，助
他，成他之心。心怀感恩，以博爱之心心怀感恩，以博爱之
心力量深入工作，深入人心。想他人之所需，念他人之恩惠，
满怀爱心，时时督促自己达成。事事力求完好，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终能修成正果。坚持不急功近利，不傲倨一时的
成绩，真正沉下心来历练，挥洒汗水，处处严要求，时时高
标准，把握每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丝缺陷，探究每一个
模棱两可，追求的是一生的造就，那么“好好做事”，也就
水到渠成了。

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
精，真正的将毕生岁月奉献给一门手艺、一项事业、不断追
求完美的精神理念。这是一种对待工作的态度，不管你喜欢
或不喜欢你的工作，都要用心去做好，这是一种工作态度，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的人碌碌无为，而有的人却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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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经常会抱怨工作忙，工作累，工作是受罪，越是抱怨，
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对工作不认真负责的状况屡屡
发生。而有的人将企业的事情当作企业给自己的发展的平台
来做，不满足于普通的工作，努力做得最好、做到完美，为
客户着想，满足客户需求，不可避免的做到成功。

作为普通的测试部一员，认真执行每一步检测流程，工作不
抱怨，工作中勇于承担做。联想到企业文化与价值理念，企
业不断追求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在任何艰难时期与困难境
遇中坚持不懈，寻求突破，正是这种“匠人精神”的诠释与
体现；企业员工对工作抱有满腔热情，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
升自己，奉献自己，服务他人，也是“匠人精神”的解读。

陕西的心得体会篇七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宝马前台的服务顾问杜亚坤，今天我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工匠精神》这本书。

若说赠你的是教诲，还不如说是一生受之不尽的建议。卡耐
基先生不喜教训别人，只是中肯地提些建议。这个交友法则
在他的书中随处可见，也成了他成功的一大法宝。也许，我
这样做的话，人缘也会好起来。

我所分享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修行，从爱上工作出发！

修行是指修正内心，改变行为。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都是修行的过程。来到中鑫之宝的这段时间，我感触最多的
就是在市场部扫街的那一个月。当我和我的伙伴们站在中州
大道的十字路口，看着川流不息的豪车被迫停止在我们面前
时，饿狼一样的我们，像嗅到了维持生命的食物一样，蜂拥



而上，向每个客户介绍着我们公司的活动，每个人都是那么
的真诚和用心。当绿灯亮起，车辆飞驰而去后，我看到路边
零零散散发小广告的人面无表情地蹲下，看着自己手里的广
告目光呆滞，任由卡片随风飘扬。我们的伙伴看着自己手里
的单页眼睛中却满是兴奋与满足。突然一本我们公司的宣传
册从客户车窗里飞到了路边的绿化带旁，此时有三个伙伴从
不同的位置向着宣传册落地的方向飞奔过去，捡了起来，又
用被汗水浸透的t恤擦净了上面的浮尘。我就在这一刻，内心
深处好像有一根弦被猛地拉紧，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又是什么样的精神造就了这些可爱的伙伴？我发现我渐渐地
爱上了这里。我开始觉得工作不再那么枯燥无味，疲惫不堪，
只要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的工作，并全心投入，每天确实努
力工作了就是一种幸福！通过在市场部的实习，我充分理解
了我们每个客户的来之不易，让我更加懂得了珍惜每一个客
户。

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先增值，后回报；慢慢来，比较
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