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一学生家长经验分享交流 初一
家长会学生发言稿(大全8篇)

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
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
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
篇好的演讲稿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
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匠人精神演讲稿篇一

读完《匠人精神》以后，我感觉里面的每一条法则对工作都
是有很实际的指导意义的。这里，我想重点谈谈自己对第10
项法则“进入作业场所前，必须成为「爱管闲事」的人”的
认识。“爱管闲事”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贬义的。但试想，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去
管任何“闲事”，这个社会将是多么的冷漠。什么是“爱管
闲事的人”？我认为，一定是善良的人、博爱的人、敢于担
当负责的人。

我毕业后一上班，就在办公室工作，我的领导曾对我说过，
在办公室工作一定要“眼里有活”。多年的办公室工作，我
对这句话的感受越来越深，其要求可以说是和《匠人精神》
第10项法则异曲同工。众所周知，办公室细碎繁琐，又是整
个公司的核心部门，各种事情层出不穷，所有事情都得有人
操心，才能及时落实。

二要敢做。按照文中所说，“但如果是出于为对方好，而且
真的觉得有必要做的话，就不是多管闲事”，正如“眼里有
活”一样，要能主动去发现工作疏漏，主动去承担工作任务，
不是自己负责范围内的，要能主动提醒一句，别人忙不过来
主动帮忙解决，大家都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团结
一致一定能圆满完成各项工作。



三要感恩。管别人的“闲事”，需要更多倍的勇气和心力，
所以别人看似“管闲事”对自己进行的提醒、帮助，也是认
真思考后才做出的决定，一定要以感恩之心对待，不可让别
人为你出了力又伤心，在别人提醒或帮助你之后，要以感恩
的心回报并尽快改正，才能获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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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一个富有激情、富有责任感的人。

匠人精神演讲稿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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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人精神演讲稿篇三

强烈推荐的一本书，我抱着激动沸腾的心情2天读完。（内容
精悍2小时即可读完）我决定分享给我所有的伙伴们，父母孩
子朋友，每个人都可以吸取精华，此书可以将平凡人心性养
成一流人才，普通人到通达之人版本，句句直击人心，实用
明了，帮助你教育子女，孝敬父母，传承家风，企业永续经
营，大到治国，对社会和谐健康起到积极推动力量！从来没
有看到如此细腻简洁明快的书写了做人，做事历久弥新、亘
古不变、颠扑不破的大意义，感恩友人关山大哥赠书，如获
至宝，重获新生。

回顾最大的收获是：

1.自己要成为一个出现就不会让周围人产生一丝焦虑的人。



2.说话要能够感动到别人，时刻为对方着想。

3.做事还要超额101%的态度，完成让对方满意的结果，时刻
不忘致谢客户，伙伴，导师。

4.生活、工作中的历练，一定要养成与师长，父母写信汇报
总结的习惯，以此反观自己，以此牵动家族一起进步，感谢
师长教导。

最震撼的一句话：心和厕所都是每天使用最多的，一定要及
时清扫，清理污垢的时候就是磨砺心性的过程。

最大的见识：日本企业千年的有9家，500年企业的有39
家，200年企业的有3416家，百年企业50000余家。

最深刻受用的一段：

趁批评的人有能量，被批评，因为批评的人比被批评的人拥
有10倍的勇气，趁20岁之前越多接受批评。因品质高的'问题
被批评，被人格魅力高的人批评，绝不因为同一件事被骂，
别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理你。

只要不放弃，专心致志做事，即使被批评也能感谢的话，实
力也会增强。

人生全部是自己的时间，工作就是生活！感恩有缘人阅读一
起进步，培养一流心性，成为一流匠人。

匠人精神演讲稿篇四

本书是适应时代的一本书，当下，“万众创业，大众创新”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中国的年轻人有着无比高昂的创业
热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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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貌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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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很大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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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和人说话该怎么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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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的事情确实最应该注意的。

以前读过胡雪岩，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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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些传统的行业在逐渐被机器大工业生产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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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机器取代了。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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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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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担起责任，学会为自己的成果自豪、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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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一个富有激情、负有责任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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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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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现在开始，
用心和身边的人打好一个招呼吧。

匠人精神演讲稿篇五

匠人这个词不算外来词，我们也有泥水匠和木匠，匠人是技
术工的一种通俗叫法。今天我们来说说什么是匠人精神。

近日有幸读到一本好书叫《匠人精神》。简单说就是讲一个
日本有名的木匠如何带徒弟的。这个人叫秋山利辉，刚开始
翻目录会以为这本书没什么乐趣，但是看着看着你就放不下
了。这是一本相当有内涵而且非常容易接受理解的人生教科
书。我们不需要把他看作管理类书籍，他用轻松的谈话风格
讲述了做人做事的深刻道理，其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借鉴。

在学习之前，先简单的聊聊我们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认知，因
为这有助于我们摒除偏见和对日本的再认识。日本是近年在
亚洲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仅此一点，我们就要对他刮
目相看。日本也是盛产寿星以及百年企业的国家，文化传承
源远流长，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日本的木匠是如何传承他们的
企业文化的。

一流的匠人，人品比技术更重要-----秋山利辉

秋山木工的创始人就是这么看待如何做人和做事的。通俗的
说就是一流的木匠首先要是一个有品德的人，然后才是技术
要点。这个与我们现在培育人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也讲
德才兼备，有德有才的人正是我们需要的。

植下一流之根的《匠人须知30条》



“匠人须知”，讲求的是一个‘心’字。

我这里不一一罗列30条了，挑两条与大家共勉。进入作业场
所前，必须先是一个开朗的人。这一点与我们的正能文化也
是有不少相似之处。我们也在谈要做一个积极乐观的人，说
鼓励人的话，做有利于他人，有利于企业的事情。如何让自
己经常保持积极的态度、富有生气、充满活力是很有挑战性
的，我们不妨让自己变傻一点，头脑再简单一点，对有可能
影响情绪的事情保持免疫力。每一种负面情绪都有一个不好
的源头那就是想的太复杂了，包括事情和人心，所以就让自
己变得简单一点，快乐一点，你周围的快乐就会多一点。

进入工作场所前，必须成为执着的人。

这里说的执着，是指一遍又一遍，坚持完成一件事的执着。
通过反复练习，不断推敲，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使客户满
意和感动。这一点类似我们经常讲的专注。专注第一力量，
一生专注做好一件事是成就自己，实现自我的捷径。

一句话做人就简单点，少谈自我，追求无我，以利他为主；
做事就要执着和认真，毛主席讲过，世界上的事就怕认真二
字。那我们就认真一点专注一点，成不了一代名匠，做一个
正能的名匠也是可以的。

匠人精神演讲稿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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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模式的这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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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到达自我想象的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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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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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去追求更高的极致，
这事业就是“大”，就是“强”;一旦你决定好职业，就务必
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你务必爱自我的工作，千万不要有怨
言，怨言会扼杀你的活力和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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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自我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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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才有可能产生生产
力和力量。所谓明白并不必须会做到，做到不必须会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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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们把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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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自我与别人的心弦，感动自我的灵魂。所谓“慢就是
快”“不走捷径就是最快的捷径”。“砍掉剩余的野心，专
心地做一件事，要胜过马马虎虎地做一堆事。”不要让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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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自我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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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

实践正确的为人之道，磨练自我的灵魂，提升自我的人格，
在工作中体悟生命的正道。真正的践行者，必须是工匠精神
的受益者，推荐朋友们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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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期望能做一盏明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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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人精神演讲稿篇七

2.做事情要专心，注意细节，不断提高，直到做到最好 案例：
1.每天时刻关注房态，并关注后一礼拜的天气情况，及时调
整房价，神经紧 绷直到满房的那一刻才会宽心，放松，并与
上周做环比比较，回顾今天所有的调整 动态，明日再创最高



的营收 2.细节决定成败的分享-小故事(一杯水的原因)

匠人精神演讲稿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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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