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致匠心心得体会 工匠心得体会(优
秀7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致匠心心得体会篇一

随着时代的进步，“工匠精神”被政府高度重视成为时代的
必然要求，大势所趋。并且在“供给侧”改革力推的前提下，
淘汰落后及过剩的产能已经成为必然，但无论如何，就像政
府今天所倡导的，真正具有“工匠精神”的组织和个人是不
会淘汰的，因为真正的“工匠精神”必然经得起时间校验，
并成为世代传承的宝贵财富。

“创意无限，匠心支撑”。当下，创新创业大潮涌动，“互
联网+”颇受青睐，大批创客投身其中。这里头有脚踏实地的
深耕者，但也有不少一天到晚想着如何造噱头、拉投资，幻
想借互联网的东风，“抄一把就走”之人。与此相应，很多
产品往往火了一把便再无踪迹。如此“创”法，除了搅出些
过时即破的泡沫，难言价值。创新创业不应成为浮躁的代名
词，那些真正成功的互联网神话缔造者，远非鼓吹概念、贩
卖情怀这么简单。很多大佬正是以其对细节近乎严苛的追求
向大家证明，只有“互联网+工匠精神”，才能出优质产品。

心存敬畏。古语有云“敬事而信”，敬畏是内心的一把标尺，
影响着做事的态度。心存敬畏，做事时会认真对待，小心翼
翼生怕出错，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心存敬畏，对所做的事会
更加珍惜，做事时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进而将其当作一种
追求，去努力达到它的极致。



不慕名利。不慕名利才能不计得失，才能经得住诱惑，将更
多的心思和精力用到做事上，用到打造更好的产品上。莫言
就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曾经有杂志找莫言写一篇杂
文，莫言却淡定地以“我就是写小说的”拒绝了。他始终坚
守在严肃文学阵地，秉持工匠精神，拒绝去写“来钱快”的
文章，却在文学创作中字斟句酌，力求更好地传达自己的心
声。最终他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国内外专业评
论家和大众的认可。

勇于创新。做一名合格的“工匠”，还需要有一份创新精神。
他人的成功无法复制，做一些山寨产品只能引来别人的否定
与嘲笑。而即便对于自创品牌来讲，也要不断向前，一旦自
满自足，势必很快就被他人超越。《大学》中说：“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只有保持创新意识，每天进步一点点，
才能厚积薄发，最终将事情做到极致，不论风云如何变幻，
我自走在最前沿。

“工匠精神”，知易行难。但不论从事什么行业，每一个从
业者都时时审视自己是否做到了这几点，终将会养成“工匠
精神”，用自己的专业与专注、执着与创新去做出大众最满
意的精品，赢得广泛认可。

致匠心心得体会篇二

第一段：引子

匠心，是一种注重细节、追求卓越的精神。作为一名匠人，
我在长时间的实践中，逐渐体会到了匠心的真谛。下面，我
愿意分享我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匠心的重要性

匠心是一种源自内心的态度和信念，它源远流长、卓尔不凡。
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匠人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不断



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艺，以实现对完美的追求。只有注重细
节，才能将一个作品打造得更加出色，而只有真正用心的匠
人，才能拥有匠心。

第三段：匠心的体现

匠心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不仅仅体现在手工艺品上。正因为
细节决定品质，因此，无论是制作一件家具还是设计一个网
页，匠人都会将最好的自己投入其中。匠心不仅体现在形式
上，更体现在精神层面。匠人对待每一个项目都非常用心，
用心的态度让作品流淌着真诚和温暖。

第四段：匠心的追求

作为一名匠人，我深深体会到，匠心需要不断追求。每一次
工艺的提升和技能的突破，都是对匠心的追求。匠人需要在
工作中对自己进行反思，不断寻找问题并加以解决。只有不
断学习和进取，才能让匠心更加精益求精。

第五段：匠心的价值

匠心不仅仅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态度和价值观。在这个快
节奏的社会中，不少人只关注结果而忽视了过程。然而，对
于匠人来说，过程是一种消耗与奉献，是一种价值。只有付
出了匠人的心血，才能产生出良好的作品。在这个商业盛行
的时代，匠人以自我要求和完美的追求为己任，无论在哪个
领域都能发光发热。

结尾：

匠心是一种对专业及精神层面的高度要求。匠人是那些用心
做事，追求卓越的人。只有拥有匠心的态度，才能将平凡的
事物变得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匠心的精神传承下
去，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致匠心心得体会篇三

crh_型列车曾以世界第一的速度试跑京沪高铁，首家获得美
国商标专利局颁发给中国高铁的自主知识产权认证,是中国向
全世界推销高铁的一张国际名片。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
就来认识，打造这张名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高铁首席
研磨师——宁允展。

486.1公里，这是_在京沪高铁跑出的最高时速，它刷新了高
铁列车试验运营速度的世界纪录。

如果把高铁列车比作一位长跑运动员，车轮是脚，转向架就
是他的腿，而宁允展研磨的定位臂就是脚踝。

每片转向架的体重有1。1吨，定位臂落在四个车轮的节点上，
每个接触面不足10平方厘米，当列车以时速300公里运行时，
接触面承受的冲击力有二三十吨。缝隙大了，车轮可能会松
脱;如果完全焊死，转向架就无法再打开，影响列车检修。

宁允展负责的这道工序，不只在中国，全世界所有高铁生产
线上，都要靠手工研磨。留给手工的研磨空间只有0。05毫米
左右。磨小了，转向架落不下去，磨大了，价值10几万元的
主板就报废了。

宁允展这双魔术师般的手，传承了父亲的基因。他的父亲是
村里的铁匠，宁允展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帮乡亲们打磨家具，
也因此从小就喜欢上了学手艺。

初中毕业后，宁允展考上了铁路技校。20__年，成为第一位
学习型列车转向架研磨技术的中国人，宁允展对技术的掌控
和精准把握，让日本专家都竖起了大拇指。

宁允展成了高铁研磨的第一把手，很快还当上了班长。可是，
没过多久，他却找到领导说不想当班长，还是让我干活吧。



宁允展的家，距离工厂有近半个小时的车程，他和妻子的交
流基本都在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因为一到家，他又开始忙了。
在这个三十多平米的小院里，大部分地盘都是宁允展的，这
些磨具，是他自费在网上买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练
手艺。一开始，妻子并不理解。

六岁的孩子有着自己的世界，宁允展说，他理解女儿的想法，
就像当初，正是因为父亲尊重自己的选择，他才如愿考进了
铁路技校。

20__年，是_准备冲高速的关键时刻，这一年，身患白血病七
年的父亲第三次入院，宁允展虽然意识到，和父亲在一起的
时间不多了，可是他不能天天陪在身边。得到父亲去世的消
息，是在下班的路上。

随着_冲刺高速成功，宁允展投入到了更高速度列车的生产，
并在工作中不断地研发新项目，新工艺，先后获得5项国家级
技术专利。

一心一意搞技术，不当班长不当官，宁允展似乎与当下很多
人有着不同的追求。宁允展说，我不是完人，但我的产品一
定是完美的。做到这一点，需要一辈子踏踏实实做手艺。如
果每一件中国制造的背后，都有这样一位追求极致完美的工
匠，中国制造就能够跨过“品质”这道门槛，跃升为“优质
制造”，让更多的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释放更耀眼的光芒!

《大国工匠》推崇“匠人精神”宣传技术技能，成就出彩人
生，对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提升中国制造和服务水平很有意义。

大国工匠观看感悟



致匠心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段：引言（200字）

匠心电影是一种特别的电影类型，其以精湛的制作技艺和对
细节的关注而著称。这类电影打破了传统电影的局限，通过
对创作的精细挖掘，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更加真实、震撼和感
人的故事。近年来，匠心电影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并
受到了观众的热烈响应。本文将分析匠心电影的特点，并分
享我对匠心电影的一些体会和感悟。

第二段：制作精良（200字）

匠心电影的核心在于其制作精良。从剧本的编写到摄影的布
置，再到后期的特效制作，每一步都经过反复推敲和精心打
磨。这种注重细节和追求完美的态度，使得匠心电影的画面
更为细腻、细节更为丰富。例如，匠心电影《头文字D》中的
车速感官描绘非常精准，使观众仿佛置身于赛车场上。此外，
匠心电影还善于运用光影效果和音乐配乐，以增强电影的氛
围和效果，使观众的感官得到极大的满足。

第三段：故事感人（200字）

匠心电影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故事的感人程度。这种电影往往
能深情地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感情变迁。匠心电影
的故事往往贴近生活，通过真实地描写人物的情感冲突和成
长过程，让观众有更多的共鸣。例如，在匠心电影《当幸福
来敲门》中，主人公克里斯托弗·加德纳为了给儿子创造更
好的生活环境而奋斗，观众们不禁为他的坚持与努力所感动。
匠心电影依靠感人的故事情节和深情的演绎，让观众们流连
忘返。

第四段：思考与感悟（200字）



在观看匠心电影的过程中，我不仅享受到了电影带来的视听
盛宴，更深入思考了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和人生哲理。匠心电
影往往能引发观众对自身生活、价值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等方面的思考。例如，匠心电影《海蒂和爷爷》中，主人
公海蒂通过和爷爷的相处，学会了虚心聆听、乐观向上等积
极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电影给予了观众新的思考角度，启发
了内心对于人生的思索。

第五段：匠心电影对电影界的影响（200字）

匠心电影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精湛的制作工艺，对整个电
影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匠心电影的成功迅速引领了
电影观影方式的改变，掀起了电影创作的一场革命。观众们
对于制作精良和讲好故事的电影逐渐成为主流，对于电影制
作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其次，匠心电影的崛起也推动了电
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制作出精良作品的电影公司获得更多的
市场份额，也更容易吸引融资和国际合作。因此，越来越多
的创作者开始关注匠心电影，并探索更多创作可能性。

总结（100字）

匠心电影以其制作精良、故事感人以及思考与感悟为特点，
不仅给观众带来了视听盛宴，更引发了人们对生活和人生的
思考。匠心电影的兴起也在电影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
了电影创作的革新和电影产业的繁荣。随着匠心电影的不断
涌现，我们相信电影创作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致匠心心得体会篇五

观《大国工匠》，我们被工匠们的劳动精神、创造精神深深
折服。一系列故事使学生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技术的宝贵，
增强了作为一名中职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该宣传片讲述了高凤林等八位工作在不同岗位中的劳动者，



凭靠自己过硬的技术，用灵巧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着职业技能的完美，最终脱颖而出，为
民谋福，贡献社会的故事。

《大国工匠》推崇“匠人精神”宣传技术技能，成就出彩人
生，对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提升中国制造和服务水平很有意义。

“五一”开始，央视新闻推出八集系列节目《大国工匠》，
讲述了为长征火箭焊接发动机的国家高级技师高凤林等8位不
同岗位劳动者，用他们的灵巧双手，匠心筑梦的故事。这群
不平凡劳动者的成功之路，不是进名牌大学、拿耀眼文凭，
而是默默坚守，孜孜以求，在平凡岗位上，追求职业技能的
完美和极致。最终脱颖而出，跻身“国宝级”技工行列，成
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在收看该系列节目时，发现他们文化不
同，年龄有别，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热爱本职、敬
业奉献。他们技艺精湛，有人能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
接而不出现一丝漏点，有人能把密封精度控制在头发丝的五
十分之一，还有人检测手感堪比x光般精准，令人叹服。他们
所以能够匠心筑梦，凭的是传承和钻研，靠的是专注与磨砺。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的心灵深处一旦
有了源源流淌的“活水”，便有了创业创造、建功建树的不竭
“源泉”。我把它称为“成功之源”。这个“成功之源”就
是—爱岗精神、敬业自觉。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也希望能功
成名就，却缺少必备的“成功之源”。表现在，既不爱岗，
更不敬业。有的挑肥拣瘦，这山望着那山高;有的不务正业，
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上;有的粗枝大叶，不求“过得
硬”但求“过得去”;有的滥竽充数，长年累月“占着茅坑不
拉屎”。

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内容之一。筑就人生



美丽梦想也好，践行核心价值观也罢，既不是虚无缥缈的，
也不是高不可攀的。“成功之源”，就根植在你我他的职业
道德里、情感良心中。表面上，爱岗敬业是利他的;实质上，
爱岗敬业也是利己的。换言之，它是满足社会需求与实现个
人价值的有机统一。

“大国工匠”的感人故事、生动实践表明，只有那些热爱本
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精益求精
的人，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才可望拓展人生价值。

致匠心心得体会篇六

作为一个匠人，匠心是必不可缺的元素。匠心是匠人在创造
和制造中所表现出来的极致追求和非凡品质，是体现匠人精
神的核心。作为一名匠人，我有很多感悟和体会，下面我想
简述一下我关于匠心最深刻的体会。

第一段：匠心是对工艺的极致追求

匠心是匠人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当我们在制作一件艺术品或
者工艺品时，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都需要我们全神贯注，精
益求精地处理。这就是匠心，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在我的
制作过程中，我深深地领悟到了有时候，一个巧妙的处理和
一点点小心思考，就能制作出一件完美的作品。匠心是对每
一个工艺技术的称之为呈现出的极致追求。

第二段：匠心是对品质的不懈追求

匠人有一种独特的情感，那就是他们对品质的追求，他们对
细节的极致追求。在我的制作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只有
在对品质和细节的追求不懈不举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令人
惊艳的产品。没有匠心的产品，不管是多么高端，都会千篇
一律，缺乏生命力和灵魂。在我的制作中，我总是反复修改，
直到我感到品质和细节都达到了我心中最高标准。这也是我



完全尊重制作者品质的独特的匠人风格。

第三段：匠心是对从容不迫的极致追求

匠人们不喜欢草率和匆忙，他们喜欢慢工出细活，这是匠心
的极致追求。在我的制作过程中，我往往会停下手中的工作，
仔细品味和观察，以达到从容不迫的创作状态。因为，一旦
过于急躁和匆忙，就会欠缺了一种美感和质感。只有当匠心
与慢慢的工艺结合到一起，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作品。

第四段：匠心是对美的浸淫

匠心不单单是细节和品质的极致追求，还包括了对美的浸淫。
在我的制作过程中，我深深明白了，匠心会让制作者沉浸于
美的世界，让他们的创造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和灵气。在匠心
的指引下，我学会了欣赏艺术中的美。匠心的浸淫让我愈加
深刻地理解了艺术创造的魅力所在。

第五段：匠心是对精神传承的追求

每个匠人都有自己的品格和匠心。在我的制作中，我深刻领
悟到，匠心不仅仅是对从容不迫，对美的浸淫等品质的追求，
还代表着一种内在的精神传承，是对文化，传统，精神的继
承，是以人为本和追求品质的精神承诺。为了将这样的精神
传承下去，匠人们不断创新，承袭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创新，
走向世界。

总之，对于任何一位匠人来说，匠心都是一种必不可缺的元
素。匠心的极致追求，是对品质和细节的不懈追求，更是对
美的浸淫，是匠人内在的精神传承。它让每个匠人保持着对
世界的热爱，用心诠释创造，并为文化和传承注入了新鲜血
液。我的匠心经验让我悟到一个真理，只有匠心和匠人紧密
绑定在一起，才能创造出真正有自己特色的作品。



致匠心心得体会篇七

起初读到管建刚老师撰写的《不做教书匠》一书，我很庆幸
我在这刚进入教师行列的时期就遇到了这本书，书中第一
章“做一名有方向感的教师”就深深的吸引了我，它指引我
坚定的走在教师行业的道路上。

书中“做一名有专业感的教师”一章，成为我做教师的一盏
指路明灯，做一名教师必须要有做教师的专业化的教师形象、
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等。

1、具备心灵的力量。一个教师要具有心灵的力量，那就是在
他心灵深处，把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人生价值锁定与教育，在
现实的妥协中始终坚定这教育的理想。

2、具有情意的关怀。教师应该是一个内心细腻、情感丰富的
人，处于青春期的学生总是敏感的，教师如果不能体会他们
这样的情感往往会在朝夕相处中不经意的伤害他们。

3、具有人格的熏染。教师应当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对人世
的看法、对名利的豁达、对生活的态度、对学习的理解、对
事件的宽容、对美好的追求等教师的品质都将清晰鲜明的印
刻在学生脑中，这种教育是潜移默化的。

4、具有文化的气质。教师应当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必须具有
专业的文化知识。

5、具有实践的智慧。一个爱敲教鞭的教师还不具备专业水准，
一个爱发脾气的教师也不具备专业水准。教师应该是睿智的、
平和的、博大的、能从多元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教师不是知识的象征，而是智慧的象征。

1、教材解读能力。一个教师必须要在阅读教材的时候自觉地
从学生学的角度、教师教的角度以及训练的价值角度等去审



视教材。

2、与学生交往的能力。教师往往和学生有隔阂，作为青年教
师用过多和学生交往，在实践中学习这种能力。

3、课堂组织管理能力。教师要及时、有效、艺术的管理组织
课堂。

4、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5、试卷编制能力。

以上是《不做教书匠》一书中为我今后提供的奋斗方向，年
轻的教师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努力让自己在教师的道路上成长，
读了本书，我从中找到了方向。

最后，我用管建刚老师《不做教书匠》一书中的一段话来结
束我的心得体会。“如果你只为薪水而工作，你的生活将因
此陷入平庸之中，你找不到人生中真正的成就感。工作的目
的虽然是为了获得报酬，但工作能给你带来的远比工资卡上
的工资要多的多。”这一句话朴实无华，但对于我而言他指
明了做教师的方向感。同时我会在今后的教师工作中按照方
向不断的努力，依照专业教师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