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精神之劳动精神论文(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中国精神之劳动精神论文篇一

中华，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她孕育了所有的炎黄子孙，
而经历过千百年时间的洗礼后，又传承给炎黄子孙许多精神
上的文化！

孝悌友爱，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孝顺父母，尊敬
长辈，更是一件首要的事。例如东汉时期的孝子黄香，他帮
助父亲料理家事，还在寒冷的夜晚用体温温暖父亲冰冷的床。
而黄香的孝行让我在感动之余多了几分敬佩。

当然，孝悌友爱很重要，尊师重教却也不可缺少，老师教给
我们知识，也帮我们养成使我们终身受益的好习惯。伟大的
领袖毛主席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很敬重他的老师徐特立，
不仅请徐老吃饭，还送给徐老在当时很珍贵的呢子大衣和暖
水瓶，正是毛主席对徐老无微不至地关怀，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记忆！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讲诚信，上学后，老师也要求我们诚
实守信，不欺骗他人。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甚至无法在
社会上立足！由此可见，诚信是多么重要！

“中国信义妈妈”李雪英，她打工7年为儿子还债75万！有人
说她傻，儿子欠的债务，母亲没必要承担。她却坚定地
说：“怎么可以欠人家的债呢？咱一定要还！“李雪英四处
找工作，一干就是7年，她最终还清了欠款。她的事迹一经传



出，便感动和影响了无数人！

“外甥有理打得舅”讲得是包公的故事，他便是明礼守法的
典范，他断案时务求公正，不畏强权，不徇私情，包拯的从
舅仗势霸占田产，不仅被包拯没收了田产，还被包拯打了一
顿。所以，我们要积极学习他刚正不阿，执法严明的精神！

我们应该让这些沉淀在时空中的传统文化重新复苏，散发耀
眼的光芒！让我们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吧！

弘扬工匠精神2

“很有feeling!”“好欢型啊！”目前，像这样将英文直接嵌入
汉语，似乎已成为国人的一种习惯，而汉英夹杂再遇上网络，
就形成更为荒诞的语言风格。因此，我们应该净化汉语，重
视汉语发展，传承中华文化。

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载体，语
言的纯洁性事关一国的凝聚力及软实力。我们最初是太想与
国际接轨了，可过多地接“英语”的轨，却并未搭上真正
的“国际”班车，就像“邯郸学步”的寿陵子，非但没有学
好，还忘了自己的本真。

文化是民族发展的命脉，是民族独立的象征。国亡了，可以
复；文化消失了，这个民族就很难在世上立足。犹太民族在
历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却依然生生不息，就是因为他们一
直捍卫着自己的文化。而文明古国古巴比伦的消失，吉普赛
民族的消亡，关键原因就是民族文化的丧失。

汉语表达英语化，汉字书写错字连篇，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
基础，汉语的没落，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学的传承。假如有一
天，我们再不能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辽阔；
假如有一天，我们再无法欣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的雄浑；假如有一天，我们再不能理解“仁义礼智



信”——那就叫做“数典忘祖”！

因此，重视汉语发展，传承中华文化，势在必行。

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些，开始尝试改变：
“汉字听写”“高考加大语文权重”“学校开设国学课”，
一时之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下，“国学热”成为一道
独特的风景，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复兴的希望。

但“热”这个词让我又有些隐忧。因为“热”就意味“一
时”，意味“潮流”，意味“盲从”，而复兴传统文化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不是办几所国学院、读几本经典书籍就能做
到的。中小学中，引导学生“读经”成为时尚，30所学校引
进台湾国学教材，却都未考虑是否适用。作为教育者，我们
不能在“老路”上翻捡“宝贝”，到别人家借家具用，应该
放出眼光运用智慧，寻求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国学发展之路。

有人曾说，文化是国家发展的根系，根深才能叶茂。为这棵
树施肥浇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动脑、用心，
帮助人们重温经典，拥抱中华传统文化。

弘扬工匠精神3

“工匠精神”是怎样的精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匠精
神”?

“工匠精神”是一种“笨”精神。

其实，世界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改革，也难得“四两拨千斤”
的创新。所谓的终南捷径，不过是自欺欺人。如今，工业化、
“互联网+”取代了小作坊，但“手艺人”的内涵和精神却不
会变。能够在风雨中岿然不动的，或者风雨过后看到彩虹的，
永远是那些坚持自我、坚守“工匠精神”的人。



有人问德国的菲仕乐锅具负责人：“你们德国人造的锅说要
用100年，卖出一口锅，也就失去了一位顾客。因为没多少人
能活100年。你看别人造的锅，就足够了，这样一来，顾客就
得经常来买。你们把产品的使用期搞短一点，不是可以赚更
多钱吗？”

听听很有道理，“菲仕乐”似乎有点笨。事实也是如此，甚
至国内外很多好的产品，都预设了一定的使用期限，也吸引
了回头客，扩大了产品销量。

这位菲仕乐锅具负责人却这样回答：“正因为所有买了我们
锅的人都不用再买第二次，所以产品质量才有口碑，才会吸
引更多人来买。”

为什么一个8000万人口的德国，竟然会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
西门子公司总裁维尔纳·冯·西门子说：“这靠的是我们德
国人的工作态度，对每个生产技术细节的重视。我们承担着
要生产一流产品的义务。”

“工匠精神”是一种“轴”精神。

北京人形容一个人“轴”，说的就是他钻牛角尖，不懂变通。
用浙江人的话来说，就是脑子“一根筋”，不会转弯。

小野二郎是全球最年长的米其林三星大厨，在日本被称
为“寿司之神”。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饕客慕名而来，只为
品尝“寿司第一人”超过50年的精湛技艺。让人惊讶的是，
他的餐厅只有10个座位，小小的店面也从来没有扩张过，坚持
“一根筋”半个多世纪。

“轴”不“轴”?可是，慕名而来的顾客都得提前几个月预定。
但凡吃过的人都会感叹，这是“值得一生等待的寿司”。

所谓的“轴”，就是一种追求极致的精神，专业专注的精神。



一生专注做一事，珍视“身后名”，不贪“眼前利”。

“工匠精神”是一种“苦”精神。

在具有“工匠精神”的人看来，工作是修行，产品是修炼，
不浮不殆，不急不躁，筚路蓝缕，久久为功。

在最珍视“工匠精神”的德国，没有哪家企业是一夜暴富的。
他们往往是专注于某个领域、某项产品的“小公司”“慢公
司”，极少有“差公司”，更没有“假公司”。

尤其是如今日新月异的世界，每天都有众多企业雨后春笋般
冒出来，更有一夜爆红的互联网神话。要在日趋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保持定力，用“苦行僧”一样的意志和信念办企业、
做产品，坚持“工匠精神”，殊为不易。

其实，世界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改革，也难得“四两拨千斤”
的创新。所谓的终南捷径，不过是自欺欺人。如今，工业化、
“互联网+”取代了小作坊，但“手艺人”的内涵和精神却不
会变。能够在风雨中岿然不动的，或者风雨过后看到彩虹的，
永远是那些坚持自我、坚守“工匠精神”的人。

弘扬工匠精神4

“世界上的百年老店中，日本占三成”这样的一则新闻吸引
了我的眼球。我一直以为中国是对传统老店保留较好的国家，
为什么仍在营业的老店竟不及日本？直到我了解到日本手艺
人的“匠人精神”。山本酱油的第三代传人山本太郎为了酿
出最好的酱油竟用了一年时间去学习怎么制作最好的木桶。
有人问他这是不是浪费时间，他却认为这是他对父辈们以及
对顾客们的责任。这样的精神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如同一缕
清风，沁人心脾。

工匠的精神便是专注于眼前手下，踏踏实实地做好职责内的



事。工匠从不关心自己的产品卖的价格，只关心人们觉得哪
里还可以改进。人的心思是有限的，不能用同样的热情去同
时对待多件事情，工匠们便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专注于手中的
工件，心无旁骛，剩下的事情便交给别人。每个人如果都能
有这样的工匠那么只要分工明确社会便永远不会混乱，但现
在人们看到电影业赚钱快，于是不管是作家，歌手，出吃人
全去当导演，最后只落得本职工作没做好，电影口碑也很差
的尴尬地步。

工匠精神的首要条件便是塌下心来。面前有很多条路时，或
许有的路看起来是捷径，有的路看起来又长又艰难，但你又
怎么会知道这两条路有着相同的终点呢？我始终认为没有努
力是没有结果的，没有任何弯路是不用走的。孟剑锋为了找
到最合适的方法，尝试了几十种材料，推翻一套又一套的方
案。如果没有那些看似无用的尝试又怎么会得到被外国宾客
们争先称赞的成果。工匠们塌下心，不急求成，只为做出最
优质的产品的精神大概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所有人都需要学习
的。

说到工匠，我们总会觉得“踏实”、“放下”，因为他们可
以不被社会中整体的浮躁氛围所带动，为这社会带来一抹清
凉。

弘扬工匠精神5

“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令人耳目
一新、备感振奋。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虽然是
针对经济领域的改革发展提出的，但也同样适用于文化领域。

“文化领域也要有工匠精神”，熊召政这句话具有很强的现
实针对性。环视文化市场，一方面，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百花齐放，佳作迭出；另一方面，虽然每年都有海量的小说、
诗歌、散文出版，电视台播出上万集电视剧，院线上映数百



部电影，但相比数量的快速增长，仍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
费的浮躁之气。一些作品拼的不是内容质量，而是“策划”和
“包装”，更有甚者，抄袭胡编、搜奇媚俗、善恶不辨，只
为博眼球赚银两；一些影视剧唯票房至上，“娱乐至死”，
同质化现象严重，抗日“神剧”、穿越雷剧，一个比一
个“惊心”，每年都有不少粗制滥造的新剧拍完就直接“进
了库房”。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将就”之风，不仅对文
化产品造成了浪费和伤害，更是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
伤害。文如其人，言由心生，“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
以传世之心”。要解决这些问题，文艺工作者必须从“心”
做起，坚守艺术理想，弘扬“工匠精神”，笃定恒心，才能
创作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文艺作品。

“工匠精神”，其核心在于“精益求精”，对文艺工作者来
说，“工匠精神”就是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不懈追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曹雪芹著《红
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字字看来皆是血，十
年辛苦不寻常”;柳青在皇甫村蹲点，深入了解农民生活，才
创作出鸿篇巨制《创业史》;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先后修
改200多次；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古
往今来，文艺精品无不是厚积薄发、千锤百炼的结晶。想要
创作出精品，就必须有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
不休”的“工匠精神”;粗制滥造、将就对付，只能生产出一
堆劣质产品、文化垃圾。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
审美启迪的；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
时代的风气。而今，时代呼唤重拾“工匠精神”！作为“灵
魂的工程师”，文艺工作者责任重大，责无旁贷。正如工信
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罗民所说：“一个拥有工匠精神、
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
粹；少一些投机取巧，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急功近利，
多一些专注持久；少一些粗制滥造，多一些优品精品。”希
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领风气
之先，塑“工匠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阐发好中国精神、凝聚起中国力量，创作出更多为人民喜闻
乐见的文艺精品。

中国精神之劳动精神论文篇二

开学主义三角形决心书工作国旗下细则委托书评议谜语，好
词反问句的心得体会收据简历启事了人生哲理举报信的韦应
物自我鉴定公文运营感谢信：知识点简讯合同课件了听课答
辩状先进个人检讨书决心书了资料范文造句决心书的借条先
进个人挑战书。

中国精神之劳动精神论文篇三

还记得历史中描述19爆发的五四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五四精神在八十五年后的今天依
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凝聚着新一代的青年。五四文化树立
了不朽的历史丰碑。然而更为弥足珍贵的是它留下的宝贵的
精神财富。

五四文化是理想的高扬，是创造的喷薄，是情感的自然，是
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感和率真，
青春是继往开来的伟大力量。

当我踏入这所学校的第一步起，我就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确
立了新的目标，加今的理想已不再是儿时的幻想，年轻的翅
膀，渐渐学会在风中飞翔，没有蝶儿翅膀的美丽，也内有雄
鹰翅膀的坚强，遨游辽阔苍穹，已不再是妄想穿越暴风骤雨，
也许有一天，我会受伤，但对远方的向往，我永远不会彷徨。

在工作岗位上，等待我的将是各种挑战。我英勇攀事业高峰，
亲身经历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伟大进程。这是我的光荣
与责任，充分发挥敢闯，敢昌，敢于创新的优势，立足本职，
开拓进取，使自己成为各行各业的生力军。



在校我更应遵纪守法，倡导文明新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站在风口浪头，使自己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加强学习，努力学习才能更好地适应时
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做到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好学，能思，
敢为的特点，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同党的事业，祖国的命运，
人民的意愿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使自
己成为“四有”新人，邱结尔用他一生的成功经年告诉我们，
成功根本没有什么秘诀可言。如果真是有的话，就是“坚持
到底，永不放弃。”作为现代青年，我们一定不辱使命的为
国家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把传承五四文化传播到所有的中
国人心中。

中国精神之劳动精神论文篇四

屈原说明书王维职业规划柳永工作黄庭坚一封信离职报告对
策主持词我申请书感言物业管理，资料广播稿制度：寄语工
作安排自荐信：语政治表现提案党小组辞职报告了整改述廉
学习计划了复习方法排比句入党简章我影评活动方案。

中国精神之劳动精神论文篇五

每次重读《七律·长征》，心中就会涌起满满的感动。其中那
“更喜岷山千里雪”的豪情我至今都还没有参透，究竟要有
多伟大的理想、多么坚定的信念，才会对那些在如今看来根
本克服不了的困难置之一笑呢！

长征精神是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于奋斗，乐于奉献以及
始终坚信革命会胜利的精神。80年前的今天，革命先辈们还
在进行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80年后的我们，享受着
革命先辈们的胜利果实，温暖幸福的生活在这篇曾经洒满鲜
血的土地上。80年很远，80年的长征精神却一直在我们身边，
而传承长征精神则是永不过时的时代主题。



传承长征精神是传承不畏艰难的精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
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这
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在缺衣少食、环境恶劣的条件下，
红军既要向目的地前进，又要抵挡住来自国民党各方面的进
攻。换做是现在的我们恐怕早就焦头烂额了，但当时的红军
仅把这些困难当做纸老虎，只道一句“万水千山只等闲”，
更加积极地迎难而上。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在开展工作的过
程虽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群众对我们的误解等，但是
和长征时期的革命先辈面对的困难相比，我们又有什么理由
畏手畏脚不敢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呢。我想，只要我们怀着
不畏艰难的长征精神去面对这些看似很难的问题，用心去解
决，就会发现这些困难就像纸老虎一样不堪一击。

传承长征精神是传承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的奉献精神。长征
两万五千里，里里都有军民一家亲的影子。俗话说“民是革
命的母亲红军一切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在长
征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的
财产秋毫无犯，与少数民族真诚相待，这样的大公无私感动
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红军很快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援，筹款
达6万余元，千余人踊跃参加红军。军民鱼水情，谱写了一曲
曲动人的篇章。我们党从建党之初就始终代表着广大的人民
群众，如今，我们更应该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作为基层公务员，我经常接触老年人，他们行动不太方便，
表达问题有时候也不太清楚。这时候就要打心眼里为老人家
考虑，有耐心，尽自己所能让老人家们少跑点路，高效率高
质量的解决他们的问题。谁无老人，谁人不老，即使将心比
心也应该这样做，更何况我是共产党员，就更应该义不容辞。

传承长征精神是传承艰苦奋斗并持之以恒的精神。人活着不
是为了吃苦，但是能吃苦是为了更好的活着。长征的革命先
辈们历时两年多、跨越11个省才终于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这期间若不是坚持，怎么能看得到胜利的曙光！长征路上的
艰苦自不必多说，翻雪山、跨沼泽、吃草根、啃树皮无一没



干过。苦吗？苦！但真正的唯物主义革命者不会看到当前的
艰苦，他们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真正伟大的胜利即将到来，
并且持之以恒的奋斗着。今天的我们生活是好起来了，有少
数党员开始向往纸醉金迷的奢侈腐朽生活，甚至坠入了违法
犯罪的深渊。如果任其不断扩大和蔓延，势必严重侵蚀党的
肌体，破坏党群关系。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共产党员
要始终铭记贪图享乐是亡国之本，居安思危、艰苦奋斗才是
固国之策，杜绝一切与社会主义建设背道而驰的东西，提防
内部开始沦陷。

长征虽然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我不愿意将此世界人民之瑰
宝“长征精神”就此忘却，反之，我认为在貌似风平浪静、
一帆风顺的今天，我们更要好好的弘扬和传承“新的长征精
神”，矢志不渝，艰苦奋斗，这样我们才会在社会主义建设
的道路上越走越顺、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