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工匠精神的演讲稿 工匠精神演讲
稿(模板7篇)

演讲稿是演讲者根据几条原则性的提纲进行演讲，比较灵活，
便于临场发挥，真实感强，又具有照读式演讲和背诵式演讲
的长处。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
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对大
家能够有所帮助。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一

“一旦你决定好职业，你必须全心投入工作中，你必须爱自
己的工作，千万不要有怨言，你必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这
就是成功的秘诀，也是让人家敬重的关键”。而这就是工匠
精神最纯真的呈现。

工匠精神在欧洲，是象征着瑞士钟表的品质，以及德国工匠
的严谨与精确，工匠精神之于事业，则是服务第一，其他都
是第二。曾经有这么些的故事，讲述着我们的这种坚持：想
必在读的各位都有听过(欧洲东方店的案例)，此案例表明：
成功不在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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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去追求更高
的极致，这事业就是“大”，就是“强”;我们全方位的去考
量这个案例的时候，不难发现正是我们在每个小细节上的到
位，才使得顾客得到了到家式贴心服务的感受，我们“立体
的爱”才能与顾客产生“感情链接、心灵互动、价值分
享”。，我们的心灵财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也得到了成
长。这不正是我们的所求吗?而工匠精神，教给我们的也不正
是： 专注产品、重视积淀、享受过程，这正是工匠精神与追
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商人精神之间最大的差别。他们身上或
许会少了商人的敏锐，但他们却多了一份对事业的执著。他
们喜欢手中所做的事胜过这些事情给他们带来的钱，他们更



热爱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不是产品带来的利润。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努力
创造新的管理模式。当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赢利而做的时候，
时刻执行着这种极致的工匠精神，支撑着在追逐梦想的旅程
中稳步迈进。其中很多的道理可能我们都似曾相识，但是：
知道是没有力量的，相信并做到才有力量。工匠精神的最大
价值在于：帮助每一个人树立正确的“工作观”。 如何树立
正确的工作观?首先我们得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是选对的?还
是选贵的?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连哈姆雷特也会纠结的问题。

工作不仅仅是我们赚钱谋生之道，更应该是我们追求目标，
梦想，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明确目标，把梦想当做信仰。
”这句话很对，我们需要拥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在现实生
活中就是目标。明确这个目标以后，我们就需要寻找方法，
达成目标，实现梦想。

工匠精神的价值在于精益求精，对匠心、精品的坚持和追求，
专业、专注、一丝不苟且孜孜不倦。 这就是工匠精神，也是
追求极致的精神。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真正的践行
者，一定是工匠精神的受益者，用修行的价值观代替浮躁功
利的工作观。用一生为代价去做一件事情，那是一种纯粹的
伟大。拥有修行的状态，才会带给一个人无穷的力量，无穷
的热情，无穷的创造力，无穷的热爱，无穷的收获;拥有修行
的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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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时代
有太多的演讲家，他们步履匆匆、高谈阔论，仿佛一切尽在
掌握，而这个时代所真正缺乏的，就是那些埋头苦干、默默
奉献的企业和人。但正是这样的企业和人，才是我们社会长
远发展的基石。历史是个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平凡而
伟大的人，正是这种专心做事的工匠。

一步一脚印，可以走得坚定，走得辽远。愿工匠精神发扬，
让社会少一些浮躁，多一点沉淀。



那么让我们一起开始“真修实行”吧!放下功利心、拾起公德
心、在工作中去提升自己的人格，修炼自己的心性。精细，
严谨的将工作做到极致，反思反省，实务精进。带着“工作
是一种修行”的工作观，每天享受通过努力获得的成长，取
得的成绩，达成的结果。也正是带着修行的心去工作，成为
一个快乐的工匠师。去实现价值、去创造财富、去建造一个
帝国。让社会明白，褪尽铅华，真正珍贵的，是诚意的用心
与对梦想的坚执。

德国人祖孙好几代都会专注认真地去做一件事情，一件产品，
甚至一个永远重复的服务，所以德国东西得到了全世界的认
可和尊重。相对于德国人，我们中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企业
常常一年甚至一个季度就会换好几种工作或是改做好几种产
品，浮躁大于静心，华丽大于务实，徘徊大于从容，中国,人
虽多，但又能如何创造出专注专业永恒的精品? 难道我们中
国人不就是最需要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嘛?!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二

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在这里做大国工匠的演讲，我演讲的主
题是：传工匠精神，做鲁泰工匠。

通过观看大国工匠的宣传片以及公司车间的大力宣传和弘扬，
使我们了解了大国工匠的故事，并深深的被他们的故事所感
动，大国工匠的故事也深深地触动了我，是我不禁反思我与
他们的差距，不禁梦想向他们靠拢。

每次当我看完大国工匠的宣传片后，我就一次次的问自己，
到底什么样的工人，才是大国工匠。一定是高端科技吗？一
定是独一无二吗？一定是奢华卓越吗？都不是！

那大国工匠都是什么样的工人？他们都是在第一线辛勤学习
的平凡工人，他们有钳工，有捞纸工，有研磨工等等，无一
例外，都是平凡的普通工人，他们不是领导，不是富翁，甚



至不是高学历，但他们每一个人都靠着对职业技能的完美追
求，靠着对技术的忠实传承和钻研，靠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专
注和坚守，与平凡的学习中掌握不平凡的技能，成为国家国
宝级的顶级技工，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平凡永远是人生的常态。但平凡能孕
育伟大，平凡的学习成就崇高的事业，平凡的岗位铸就人生
的辉煌。在学习中我们要以恪尽职守的意识、热情服务的态
度、严于律己的精神，时刻发扬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工匠
精神，踏实学习、立足岗位、创先争优，只要你不甘平庸，
就一定也能像大国工匠们那样在平凡岗位上演绎精彩的人生！
就一定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鲁泰工匠！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束了！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三

今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让人耳目
一新。读了本报7月16日刊登的陈小城先生的《重塑“工匠精
神》”，觉得深受启发，亦想一吐为快。

工匠精神是对科学精神的回归，是对浮夸、浮躁风气的当头
棒喝。马克思告诉我们，“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
只有那些在陡峭的山路上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人，才有可
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我国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引用
率却只有千分之几。曹雪芹一生就写了一本《红楼梦》，却
能传诵千古。何解?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有浮夸的风气，我国
不是没有工匠，说起工匠，我国的工匠也不在少数。

世人皆知赵州桥，它由隋朝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当今世界
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单孔敞肩石拱桥。在漫长的
岁月中，虽然经过无数次洪水冲击，经历过无数次风吹雨打、
冰雪风霜的侵蚀以及八次地震的考验，却安然无恙，巍然挺
立在清水河上。



我国古代出色的建筑家、土木工匠们的祖师鲁班。当今土木
匠们用的手工工具，都是他发明的。两千多年以来，他的名
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

这些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工匠，在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更
应以工匠前辈们为榜样，让工匠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
使其成为中国制造的内在支撑。

再者，我们放眼世界，来看看德国的制造业。在欧债危机的
大背景下，欧洲各国经济哀鸿遍野，唯有德国一家风景独好，
成为欧元区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针”。为何“德国模式”能
够胜出?究其根本，除了德国完善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严格
的金融监管外，牛气十足的制造业是其抵御欧债危机的铜墙
铁壁。无论是帐篷、钟表、桥梁，还是汽车、火车、轮
船，“德国制造“处处蕴含工匠的精益求精之处，让产品大
致具备了五个基本特征：耐用、务实、可靠、安全、精密。

由此可见，“德国制造”的光环并非与生俱来，“德国制
造”之所以强大，与德国政府的“工匠战略”密不可分。正
是有了政府政策的支持，促进了中小企业的稳定发展，保障
了德国的大量就业，使德国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有
效缩小了贫富差距，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吝惜地说，“德国工匠”们的努力帮助国
家很好地抵御了欧债危机。

回归当下，工匠精神对现实社会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工匠精
神，能唤醒民众，注重从小事做起，踏石有印、抓铁有痕，
形成讲实效、务实不浮夸的社会氛围。即使在平凡的岗位，
只要有工匠精神的存在，也一样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在当今
这样一个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这种完全不惜时间与精力，
也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做专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实为难得，
应予弘扬。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四

第一、什么是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无外乎三点要求：一丝
不苟，精益求精，一以贯之。三个词，十二个字，数十年如
一日，全心全力做一件没有尽头的事。这就是我认为的工匠
精神。 第二、工匠精神的发展 从古至今，中国从不缺少工
匠精神。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创之国、匠品出口国、匠
人之国!不谦虚地讲，中国匠人造就了一部匠品辉煌史。 今
天的中国，不仅能在高尖端科技实现领先，华为、联想、海
尔、格力等中国企业也在其领域内位于世界前沿。这些成就
的取得，同样是现代中国人专注走心、追求极致工匠精神的
体现。 时下提到工匠精神，许多人都再说德国、日本。这正
如两千多年前，世界痴迷于追逐中国制造的产品一样，人们
对于匠品价值的认可从未改变。德国、日本的制造都经历过
学习他国技术、仿造假冒、不断升级、直到实现自主创新的
过程。

德国的工匠精神也就是近一百年多年的事儿。1871年，德国
制造还处在假货和仿冒横行时代。当时英国人规定从德国进
口的商品必须标注“德国制造”，以此区分劣质的德国货和
优质的英国货。

知耻而后勇，德国从此开始了精工制造的征程。用了100多年
时间，德国人持续不断地在各个行业，坚持和传承精益求精
的工作作风，终于使德国制造成为世界上高品质的代名词。
日本的工业制造是从学习欧美国家的技术、仿造开始
的。1950年，日本还只能生产廉价而简单的商品。此后
的20xx年，将传统的工匠精神传承于规模化制造，极大提升
了日本制造的品质。1955年设立“人间国宝”制度，用以保
护匠人和小型企业，并在全社会持续倡导工匠精神。

中国有20xx多年的工匠精神传承史，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
工匠精神没有在近代全面的传承。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
也使商业伦理问题突显，部分企业为了获取短期利益缺少商



业道德，假冒伪劣、粗制滥造还时有发生。 只要拥有为了把
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愿望，每个人都是匠人。在岗位上
坚守本分、不断进取、努力专研，支持民族工业发展、尊重
每一位匠人都是在传承工匠精神。

第三、企业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

就目前的大环境下，个人和企业都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截
止20xx年，寿命超过220xx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
球最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为什么
这些长寿的企业扎堆出现在这些国家，是一种偶然吗?他们长
寿的秘诀是什么呢?结果是他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神——工匠
精神! 说到工匠精神，我第一个总能想到瑞士手表。百达裴
丽、朗格、劳力士、江诗丹顿这些顶级豪表，全都产自瑞士。
一块手表价值千万，却有让人不得不服的理由：小小机械表
壳里，能有744个零件，最小的细如毫发。一个顶级表匠全身
心投入，一年只能制造出一块。这样的一丝不苟，让瑞士手
表成功地从日用品变身奢侈品，百年不衰。 很多人认为工匠
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其实工匠有着更深远的意思。他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精益求精。工匠不一
定都能成为企业家。但大多数成功企业家身上都有这种工匠
精神。 工匠精神不是口号，它存应在于每一个人得身上和心
中。长久以来，正是由于缺乏对精品的坚持、追求和积累，
才让我们的个人成长之路崎岖坎坷，组织发展之途充满刑荆。
这种缺乏也让持久创新变得异常艰难，更让基业常青成为凤
毛麟角，所以，在资源日渐匮乏的后成长时代，重提工匠精
神、重塑工匠精神，是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

最后，希望大家把博实扛在肩上，产品放在心中，一步一个
脚印的走下去，祝福博实早日实现自己的企业愿景!

在座尊敬的领导，同事们：

大家好，不知大家是否对工匠精神有一定的了解?下面就由我



来给大家带来关于工匠精神的一些演讲，谢谢大家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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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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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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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五

暑假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工匠精神》，这本书给我的感触
让我震撼，看完后我的心至今不能平静，直到现在为止我的
心也在为它而悸动。

人，活着，目的只有两个：工作与生活。这两者，必须有一
个要先行在成长的路上。

阅读了《匠人精神》一书，结合书中的“匠人须知30条”以
及自己对工匠的一些理解，得出感悟：“匠人精神”，每位
员工应有的追求!

五月，一波生产小高峰已经来临。目前，整个制造部也都沉
浸在浓厚的“工匠”文化氛围里，走进生产车间，你会看到



到处贴有制造部“寻找我心目中的工匠”活动的横幅。
如：“工匠，从尊重一事无成，毫无成就的自己开
始!”、“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
做，你就是赢家。”等等。是的，这就无疑给“工匠”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对每一位员工工作上作出了更高的标
准和规范。

“工匠”活动从4月初启动，到目前的有感征文，这一路走来，
让员工对“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有了全新的理解与认识，
同时，树立了员工的严谨、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精神和信
念;让员工知道要立足于本岗位，刻苦钻研，敢于挑战，不断
追求进步，以及增强自身责任感和工作使命感。

人，为什么要追求“匠人精神”? 为什么要有“工匠”一样
的精神?

有“工匠”一样的精神才会去为此而拼搏，去奋斗。有句话
是这样说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的，这
句话本身没错，但是，当将军的前提是你得当好士兵了之后
才有可能当上将军啊!每一位员工其实就是自己的“工匠”，
是自己的“将军”!主管里面也有优秀的工匠，经理层面也可
以评选优秀的工匠，乃至公司的老板，也要有“工匠”的精
神，同他pk的就是整个通信行业之间的竞争与较量。

有“工匠”一样的精神才会让我们的产品打一场持久战，企
业与员工才能生生不息，共同长存。现在的社会是“大数
据”时代，对于企业来讲，就是“大质量”时代，质量就是
企业的生命线。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去买德国的手
表?去买日本的马桶盖?就是因为他们所作出的产品质量过硬!
其实这里面所折射出的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

岗位没有高低，职位不分贫贱，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工也能把
事情做到极致。装配、焊接、物料、测试、维修、检验等等，
各岗位都涌现出了一批“英雄”，一批“工匠”。他(她)们的



“工匠精神”值得学习与传承。

人，活着，工作与生活，必须有一个要先行在成长的路上。
只要我们发扬工匠的精神，努力工作，我们就能将生活过上
我们所想要的样子。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六

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在这里做大国工匠的演讲，我演讲的主题
是：传工匠精神，做xx工匠。

通过观看大国工匠的宣传片以及公司车间的大力宣传和弘扬，
使我们了解了大国工匠的故事，并深深的被他们的故事所感
动大国工匠的故事也深深地触动了我，是我不禁反思我与他
们的差距，不禁梦想向他们靠拢。

每次当我看完大国工匠的宣传片后，我就一次次的问自己，
到底什么样的工人，才是大国工匠。一定是高端科技吗?一定
是独一无二吗?一定是奢华卓越吗?都不是!

那大国工匠都是什么样的工人?他们都是在第一线辛勤工作的
平凡工人，他们有钳工，有捞纸工，有研磨工等等，无一例
外，都是平凡的普通工人，他们不是领导，不是富翁，甚至
不是高学历，但他们每一个人都靠着对职业技能的完美追求，
靠着对技术的忠实传承和钻研，靠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
坚守，与平凡的工作中掌握不平凡的技能，成为国家国宝级
的顶级技工，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平凡永远是人生的常态。但平凡能孕
育伟大，平凡的工作成就崇高的事业，平凡的岗位铸就人生
的辉煌。在工作中我们要以恪尽职守的意识、热情服务的态
度、严于律己的精神，时刻发扬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工匠
精神，踏实工作、立足岗位、创先争优，只要你不甘平庸，
就一定也能像大国工匠们那样在平凡岗位上演绎精彩的人生!



工匠!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束了!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七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匠人——一生只造五块
表》。

1693年，约翰·哈里森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是走街串巷的小木匠。5岁那年，哈里森第一次看见了摇
摆的钟表。那清脆的"滴答"声，仿佛天籁，从此便不可救药
地爱上了钟表。虽然长大后师从父亲，做着木匠活，但他对
钟表依然情有独钟。20岁那年，他使用木头制作出了人生第
一台落地长钟，这让他欣喜万分，从此更加用心钻研。

一天，哈里森听到了一个消息:英国舰队在返航途中，突遇大
雾，由于无法辨别方向，四艘战舰触礁沉没。究其原因，竟
然是没有技术可以测量出舰队的准确位置。这个惨烈的消息
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政府悬赏2万英镑(相当于如今的600
万英镑)制作航海钟，并请来大名鼎鼎的牛顿担任评委。

经过7年的努力和无数次改进，42岁的哈里森终于在1735年制
造出了震惊科学界的第一台航海钟h1。在之后的航海测试中，
证明了h1测量经度的精准性。然而，哈里森却没有满足，他
要制作出一台更加精确实用的h2。

制作h2时，哈里森出现了一次重大失误，但他果断放弃了原
有设计，重新计划制作h3，花费了他20xx年。

虽然哈里森成功制作出h3，但因其体积过大，他始终不满意。
经过努力，他终于发现小型高频振子才是避免环境影响的最
佳方法。当时66岁的他再次制作出直径仅13厘米的怀表h4，这
块怀表获得了英国经度委员会的认可。紧接着，他又开始
了h5的研究。1769年，在79岁高龄时，哈里森终于造出了h5，



震惊科学界。当时的乔治二世国王亲自佩戴h5进行航行测试，
误差仅在8秒以内。如此精确，让人瞠目结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