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技能心得体会(精选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强技能心得体会篇一

九月一号这天最让人期待的就是《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节
目播出啦，而我也和家人早早的在电视机前等候节目的播出。

《开学的一课》已有头了，这是一档自起央视和教育部共同
出品的教育公益节目，是以中小学生的开学前教育为目的的
节目，。每年节目内容都紧扣当时热点时事，对于刚放暑假
处在放松状态的我们，不仅有着提醒努力学习的作用，还有
着深刻的重要教育意义。今年是党的100周年生日，是所有党
员和共青团员值得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极具历史纪念意义
的时刻。而今年的《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主题也围绕着
爱国爱党的开展，对于中小学生的我们有着重大深远的教育
作用。

强技能心得体会篇二

“工匠精神”之所以受到国家层面重视和宣扬，与其说它重
要，毋宁说它紧缺。受职业性质影响，审计系统本身不乏精
心实施审计项目、潜心挖掘审计成果、倾心打造审计精品
的“匠人”，但面对审计制度改革、审计职业化建设、审计
全覆盖等新的时代课题，弘扬审计人员的“工匠精神”可谓
正当其时。要通过氛围鼓励、价值激励、实践磨砺和自身砥
砺多方面给力，来形成人人崇尚和践行工匠精神的整体合力。

用浓厚氛围鼓励传承工匠精神。审计机关要将“工匠文化”



作为文化立审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常性开展“学习工匠精神，
做敬业、创新、奉献审计人”主题教育活动，大力推选身边
先进典型和标兵，营造人人崇尚精益求精、人人倡导精益求
精、人人践行精益求精的浓厚氛围，让审计成果意识、质量
意识、精品意识在每一名审计干部心中落地生根。

用价值实现激励践行工匠精神。完善审计干部职工职业规划
和制度措施，着力提升审计人员职业能力和素养，关心关注
每一名审计干部职工成长成才，让价值感成为审计人专注坚
守、精益求精、乐于奉献的内生动力。加大优秀审计成果的
评选和表彰力度，充分挖掘和彰显审计精品中所蕴含的工匠
精神，让每一名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审计人员感受到辛勤
付出、务实劳动后的收获感和价值感，从而来推动工匠精神
蓬勃成长。

用实践磨砺涵养“匠人”品质。要通过科学的审计计划和人
员组织方式，为审计干部职工精心实施审计创造条件，确保
在审计项目实施各环节，审计人员能够扑下身子，踏踏实实、
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个数据、每一本账簿、每一份证据，深
研细究问题原因，精雕细琢意见建议。对于审计实践中的不
认真、不严谨、不细致作风，要坚决予以抵制，让“出一次
报告，铸一座丰碑”的审计作为在审计实践中蔚然成风，使
每一份审计成果能够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用切身体悟砥砺“匠人”作风。审计人员要时时处处以“实、
高、新、严、细”的工作作风严格要求自己，对职业充满敬
畏，在每一次审计项目实施中砥砺精益求精的匠人作风，踏
实努力、执著坚守，于细微处见精神，于成果中显品质，在
一次次的切身体悟中，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彰显审计人的品质底色。涓涓细流终可汇成大海。
审计职业化建设和审计铁军打造便成为有本之木，审计事业
的科学和创新发展便有了坚强保障。



强技能心得体会篇三

很多人都想得很简单：工作就是为了养家活口，图生存。当
然这是基础的，但如果一味变成为“为了赚钱而工作”就无
法体会工作的乐趣和成功喜悦，无法获得更多的提升，成为
一个“上班奴”。俗话说的好：立志要如山、行道要如水，
让赚钱的目标与自己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有梦想才会有动
力，也不至于虚度光阴。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解决好“心”的
问题。高尔基曾说，“工作是快乐时，人生便是幸福;工作是
义务时，人生便是苦役”。在工作中我们会碰到形形色色的
人和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受到挫折，让我们体会“进退”的
深意，有时候有贵人相助，助我们锦上添花，这些都是我们
人生的必修课，要从容去面对。

工匠之道就是把理想变成价值的思维法则，成败在一念之间，
从改变念头开始。五大正念中首要为先做人，后做事，用小
约翰拼图的故事，一语双关：“人对了，世界就对了”。岁
月悠悠，人要实实在在地做成几件事情并不容易，堂堂正正
做好一个人更不容易，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要善于
把“会做人”和“能做事”有机的统一起来。

时下，社会上一些人对工匠嗤之以鼻，认为工匠是傻子。他
们觉得把工作做完就行了，精益求精做什么?干嘛非要在牛皮
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接而不出现一丝漏点?干嘛非要把密封精
度控制在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也有一些人虽然敬佩工匠，但
理念信念淡化，不愿付出劳动;但更有一部分人，凭着内心的
信仰与追求，身体力行学习大国工匠，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
创造更大价值。就像央视新闻推出的《大国工匠》系列，讲
述不同岗位劳动者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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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值得社会尊重的职业精神，也是当今社会最稀缺的
品质。



强技能心得体会篇四

故事片是利用现在时态或过去时态的纪录片，对社会生活的
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进行集中、深入报道的纪录片。内容更
加具体，形式更加多样。它允许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来表达社
会生活，允许创作者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它是介于新闻与
电视艺术之间的一种电视文化形态，既要有新闻的真实性，
又要有艺术的审美性。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篇一】技能报国专题片观后感

很多人都想得很简单:工作就是为了养家活口，图生存。当然
这是基础的，但如果一味变成为“为了赚钱而工作”就无法
体会工作的乐趣和成功喜悦，无法获得更多的提升，成为一个
“上班奴”。俗话说的好:立志要如山、行道要如水，让赚钱
的目标与自己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有梦想才会有动力，也
不至于虚度光阴。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解决好“心”的问题。
高尔基曾说，“工作是快乐时，人生便是幸福;工作是义务时，
人生便是苦役”。在工作中我们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情，
有时候我们会受到挫折，让我们体会“进退”的深意，有时
候有贵人相助，助我们锦上添花，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必修
课，要从容去面对。

工匠之道就是把理想变成价值的思维法则，成败在一念之间，
从改变念头开始。五大正念中首要为先做人，后做事，用小
约翰拼图的故事，一语双关:“人对了，世界就对了”。岁月
悠悠，人要实实在在地做成几件事情并不容易，堂堂正正做
好一个人更不容易，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要善于
把“会做人”和“能做事”有机的统一起来。

时下，社会上一些人对工匠嗤之以鼻，认为工匠是傻子。他
们觉得把工作做完就行了，精益求精做什么?干嘛非要在牛皮
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接而不出现一丝漏点?干嘛非要把密封精
度控制在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也有一些人虽然敬佩工匠，但



理念信念淡化，不愿付出劳动;但更有一部分人，凭着内心的
信仰与追求，身体力行学习大国工匠，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
创造更大价值。就像央视新闻推出的《大国工匠》系列，讲
述不同岗位劳动者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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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值得社会尊重的职业精神，也是当今社会最稀缺的
品质。

【篇二】技能报国专题片观后感

观看《技能报国》专题片后，我的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触
动。郑棋元、蔺永康、耿家盛三位技能人才对事业的不渝坚
守和精益的执着追求，让我感受到了无论是校园的理论学习，
还是企业的实践里，工匠精神如一把希望的火种，在一代代
云南匠人的接力下生生不息。他们的故事告诉了我，工匠精
神是敬业、专注、精益与创新的集合。以蔺永康为例。我想，
正是对厨艺空前的热爱，让他对待手头的每一道菜肴充满虔
诚，即使只是一个简单的切块成丝，背后也渗透了无数个不
眠不休的训练，隐藏着数不清的大小伤痕，凝聚了许多个富
有创意的奇思妙想。

古有郢人运斤成风，今有云岭匠人技能报国。作为一个初入
职场的新晋学徒工，我省对技能人才的高度重视让我倍感振
奋。随着技能人才队伍的逐步壮大，云南省人才引领发展的
战略地位日益牢固，在这百年难遇的历史机遇下，我深切感
受到了使命在肩的磅礴力量！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必
将牢记总书记的教导，过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
的人生，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加强学习实践，潜心钻研技术，
练就过硬本领，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
精彩人生！

【篇三】技能报国专题片观后感



今年五一中央电视台《技能报国》讲述了八个工匠8双劳动的
手所缔造的神话。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职业技能
的极致化，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缔造了一个
又一个的中国制造。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难道就没有工匠精神，还是说社
会的浮躁，让我们忽视了这种精神的存在。《技能报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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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群这样的劳动者，他们的成功之路不是上名高中、进
名大学，而是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靠着传承和钻研，
凭着专注和坚守，他们成为国宝级的顶级技工，成为一个领
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人类社会进入二bai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du
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新zhi科技的产业革命突飞猛进，新材料、
新工艺、新技术日新月异，人才供求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我深感到，没有知识不行，没有技能更不行。

初中毕业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技工学校。在这短短的几
个月中，我领悟到人生的真谛：要想立足于社会，空有学历
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高技能。在技校中，我目睹了技校毕
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火爆、抢手，尤其是那些动手能力强，
科技含量高的数控加工、模具钳工、维修电工专业供不应求。

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有多少能工巧匠，能仁志士，不是凭
借着他的创新精神，厚实的知识底蕴，扎实的动手能力，一
次次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我的技校三年，是我学会求知、学会做人、学会技能、学生
共处的三年;更是我把知识与技能充分相结合的三年。我的职
业生涯规划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



观，自觉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技工学校行为规范。热爱
集体，关心同学，多为他人着想，为建立和谐班级、和谐学
校、和谐社会做出成绩。热爱专业，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新
技术，掌握新技能，不断创新，用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思考
和解决问题，把自己锻炼成技术精、作风硬、效率高的高技
能人才。计算机技能操作、平面设计、软件使用等要达到劳
动部颂发计算机高新技术鉴定水平。身体是干事业的本钱。
作为一个技术工人，没有强壮的体体魄不行。我们在学习知
识、学习技能的同时，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增强体质，以适
应流水线上超负荷的运转。

强技能心得体会篇五

今年九月的这一期《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也不例外，，这
次又是一个崭新的主题，让观看后的我内心深有感触以及反
思很多，所以以下就是本人的一些小感慨!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意义非常重大，这是一节特殊的课堂，
也是能让我们收心的课堂，这节课与别的课最大的区别是不
同于传统的授课形式，利用电视媒体的方式学习，可以很好
的抓住大家的内心，与此同时让我们感悟更加深刻以及对未
来又有一个新的认识，为此这便也是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所
要向我们呈现的意义价值。

观看《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每一期都是不同的主题，今
年的主题展现，不同的人看了，感受也是不尽相同。面对时
间的流逝飞快，不知不觉中，今年已经是，为此今年也是一
个特殊的年份了。通过观看这期节目，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
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回首党这一百年来的风雨历程，
让我们感受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我们都
要铭记党，拥护党，所谓党民一心，对党就像对我们的亲人。
对于中国共产党，我们都要学会去感恩以及报答，毕竟是党



给了我们温暖，给了我们自由，是党为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
和平安宁的幸福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