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演讲稿三分钟 弘
扬工匠精神演讲稿(模板5篇)

演讲比朗诵更自然，更自由，可以随着讲稿的内容而变化站
位。一般说来，不要在演讲人前边安放讲桌，顶多安一个话
筒，以增加音量和效果。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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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演讲稿三分钟篇一

亲爱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大家好！很荣幸在这里代表学报部做“弘扬工匠精神争做有
为教师”为主题的演讲。

工匠精神是一种品格，一种操守，教师是师德的建立者，共
同承担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使命。教师不仅要具
备刻苦进取、专一从教的育人精神，更应承担起弘扬中华匠
心的伟大历史责任。

我认为工匠精神是可以用四个词语来概括和表达：敬业、专
业、精益求精、坚持。

敬业：首先我们应该爱自己的工作，这样才能享受我们工作，
才能像工匠一样做出高品质的艺术品。教师是一个“平凡”
的工作，如果确定做这个职业，就必须放平心态，回绝急躁，
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信念和信仰。

专业：工匠首先是专业的，他必须有精湛的技艺，而作为老
师的我们也同样应该如此:我们必须具备专业的教学技能和精
湛的专业知识。



精益求精是学生管理的态度：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帮特殊的学
生，他们在初中是不被重视的，在学习和生活习惯上都或多
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管理上做到细致和高要
求，这样才能帮助他们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和社会价值观。

坚持：工匠精神的另一个表达就是坚持，坚持把一件事做完，
坚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工匠做一件艺术品也许要几十年才
获得成功，尤其在这种“快经济”时代，有时候人们只注重
眼前的`东西而忽略了一些根本，对于教师这个特殊职业而言，
我们更需要求真务实工作态度，坚持自己内心的那份纯真。
做这份职业我们要坚持，培养学生我们也要坚持和耐心，因
为这是一个长远的事业。坚持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坚持对学
生期望，坚持用自己的工匠精神去感染学生，那么这样才能
培养出合格、优秀的学生。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
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这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工匠精神与群众个人开
展”。

很多人认为工匠精神意味着机械重复的工作模式，其实工匠
精神有着更深远的意思。它代表着一个群众的气质，耐心、
专注、坚持、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等一系列优异的品
质。

工匠之行，在行动中体悟修行的乐趣，工匠精神不是口号，
它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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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缺乏也让持久创新变得异常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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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必经之路。看过一那么报道，说的是：截止20xx
年，寿命超过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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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扎堆出此刻这些国家，是一种偶然吗他们长寿的秘诀是
什么呢研究者发现他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神——工匠精神！



“在我们的生活中，取得某一方面的异于常人的成就，方能
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感。而取得这种成就的方法，就是去热
爱这一部分的工作。”不可否认，“工匠精神”是一种奉献
精神。它可能默默无闻，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从而
确保了一个群众的正常运转。试想，假设没有这种精神，一
个群众将会怎样作为你所在的群众中的一分子，我们都应认
识到“这天我以我所在的群众为荣，明天群众以我为
荣”，“我是这个群众中的一员，我就应对我的群众负责”。

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们就应有工匠精神。比方：在学
习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种执着、精益求精的工匠态度用心的
应对学习，将学习中的任务当做工艺品去雕琢。在生活当中，
不要再大费力气去寻找什么捷径了，承担职责，把自己当下
的做好，捷径可能就来了。所以请大家在学习生活中做到精
益求精，脚踏实地，传承工匠精神，做一个热爱群众的成员。
我的演讲完毕了，谢谢大家。

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演讲稿三分钟篇二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
一种不理会喧嚣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
伸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从最开始的《弟子规》、《工匠精神》再到现在的《论语》，
这些一开始并不怎么接受甚至有些排斥的字眼，随着时间的
推移，潜移默化的深入到我们的脑海里。其实这是很宝贵的，
无时不在传递着一种正能量。也许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的
言行举止都有稍稍的改变，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而今，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
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始变得荒芜，变得复杂，变得冷漠。我
们的爱心越来越少，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敢伸出
援助之手。是因为害怕，是因为责任，还是社会的'现状本是
如此?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丰富



我们的内心世界。

学习《工匠精神》，最先想到的三个阶段：信仰、目标、工
匠精神的特质。

信仰，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一种信念。我们需要很多内
心的自我反省，检查出自己内心和做事的动机，就可以知道
如何定位“我的人生”。以前对信仰二字毫无概念，现在也
只是对信仰有了浅显的意识，但我知道我的信仰源自于我背
后强大的精神支柱。

目标，一但有了信仰，有了目标，加上行动以及不懈的坚持，
这样的人不会成功吗?原一平——日本保险销售之神的案例触
动了我，一个其貌不扬，身材矮小的他，只要确定了自己的
目标，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毫无畏惧。原一平，凭借自己
的自信，困境后的坚强以及对工作的认真精神，始终在证明
自己，证明他的价值。

在面对日益竞争的社会和就业压力大的我们来说，择业是很
关键的一步。我们总想找一份薪水高，待遇好，又轻松的工
作。其实不然，首先要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这这份工作上
能改变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是不是你想要的，所以在选
择工作的时候本身就是很慎重的，千万不要因此觉得是浪费
时间。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精益求精。把一份平凡
的工作做到极致，“细节决定成败”，等到我们的竞争对手
比我们还努力的时候，到那时我们就能体会到竞争的危机了。

最后，我们都该学习工匠精神，也就是乔布斯身上的两种气
质：一是不论何时何地都要追求精致和完美。二是坚持心灵
的纯净。

不要让别人的意志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
的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自觉。只要自己的心灵和自觉知道你
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成长的道路上，都会有



酸甜苦辣，需要我们去慢慢体会。错了，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我们一错再错。我们都有一份平凡的工作，但我们绝对不
可以平庸。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喜欢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段
该完成的职责，顺生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
不管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或许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
虽然痛苦，却依然快乐，并相信未来。

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演讲稿三分钟篇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大家好！

在人们的印象里，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已经非常高大上了。6年
获得22项国家使用新型专利，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取得的成
就。就算是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
点。朱爱民，一位纺织专业的从业人员，能够做到这一点，
正是由于他的钻研精神。本来可以在办公室“坐班”，他却
要求到生产一线去锻炼，而当自己所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就碰撞出了灵感的火花，促进了很多实际问题的解决。

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懂技术的能人非常紧缺。有的生产设
备比较高端，一旦出了问题，想要修起来没有那么容易。要
是找外面的人修，就要花费不少钱财。如果单位里面有人能
够修理这种设备，无疑会为企业节省很大一笔物质财富。就
拿朱爱民来说，他在获得22项国家专利的个人荣誉的同时，
也为企业减少了运营成本，这形成了员工与企业的双赢局面。
碰到问题迎难而上，专心致志解决问题，将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就拿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

弘扬工匠精神，要增强主人翁精神。有的人可能有小富即安
或者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这些都是要不得的。企



业是我家，发展靠大家，每个人都增强主人翁精神，把企业
当成自己的家，积极为企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企业发展
才能迎来一片艳阳天。弘扬工匠精神，要专心致志地对待工
作，做好工作中的每件事。朱爱民能够脱颖而出，正在于他
碰到问题不退缩，潜心钻研，虚心学习，掌握了相关技术，
有了看家本领，碰到问题才不至于心慌。长期的坚持，让他
成为了众人羡慕的技能状元。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的
人可能认为，自己跟他的`差距其实也不是那么大。眼高手低、
得过且过，形成了自己与技能状元之间的差距。

6年获得22项专利，为企业降本320多万，这样的成就正是发
扬工匠精神的成绩单。每位企业员工都应该积极发扬工匠精
神，让自己的技术更熟练、更精湛，这样既能为企业创造经
济效益，同时又能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改善个人的薪资待
遇。技能状元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的认真钻研铸
就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认认真真对待工作中的每件事，
是通往技能状元的必由路径。

愿企业员工都能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争当技能状元。愿全社
会都能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让工匠精神蔚然成风！

谢谢大家！

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演讲稿三分钟篇四

中国制造能让高铁飞驰、蛟龙入海、玉兔登月，中国技工能
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夺金摘银，为何难以造出一支好用的圆珠
笔、一个国人在海外疯抢的马桶盖?这段时间，这一话题引发
热议。强烈的不可思议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忽视却十分重
要的问题。

现在主流观点认为技术人才培养出现了问题。这一观点存在
片面性。技能人才很重要，但决定产品质量的，难道仅仅是
技术人才吗?那些最普通的工人难道就不重要吗?技术工人、



普通工人，都是制造业中的基础部分。真正的问题还是出现
在基础部分，即基础秩序紊乱的问题。

任何领域都存在一种基础秩序，基础秩序是否健康，直接关
系到该领域是否健康。对于制造业来说，基础秩序就是尊重
人才尊重劳动。现在，很少有人不把人才当回事了。但在企
业，人才更多还是指向销售人才、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如
此一列举，问题出现了，企业大量的人员是普通工人，可在
人才的筐里，并没有普通工人的一席之地。具体到现实中，
一个普通工人干得再好，也不被称为人才，也很难在收入、
地位和前途上，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不管何时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基础，不管怎样都不能打破基础
秩序。如果基础秩序乱了，劳动价值不能体现，就会“反者
道之动”。这就是今天弘扬“工匠精神”的原因所在。“工
匠精神”不仅仅是勤奋勤勉，还包括创新创造。在长期的奋
斗中，我国航天工作者不仅创造了非凡的业绩，而且铸就
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的载人航天精神——同样体现了勤奋勤勉和创新创造的统一。
相对于呼吁“工匠精神”，更应该思考如何培养和激发这种
精神。

弘扬工匠精神征文

宣扬工匠精神演讲稿

教师工匠精神演讲稿

工匠精神征文

弘扬铁军精神演讲稿

关于工匠精神演讲稿大全



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演讲稿三分钟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付守永先生在序中就写到“将毕生岁月奉献给一门手艺、一
项事业、一种信仰，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如果做
到，需要一种什么精神支持呢?”，这就是工匠精神，工匠精
神是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更完美的精神
理念，它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执着，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
精神力量。正如小野二郎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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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曾经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进行过深层
次的思考，我们为什么工作?用什么态度去工作?到底值不值
得用心付出自己的努力?在迷茫的时候又会想：反正干多干少
都是发那么多工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是更舒适惬意吗?
工作和生活到底怎样平衡?等等......此书以全新的角度解答
了这些问题，并告诉我们，工匠精神不是枯燥机械的、僵硬
死板的，而是一种热爱工作的精神，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
它不只是一种付出，更是一种获得，拥有工匠精神无论对自
己还是和对企业，都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树立”不为金钱论“的工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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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先做人后做事“的理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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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要想改变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要改变书中写到的三种思
维方式：交差思维、差不多思维和走捷径思维。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是有名的”差不多“先生，从历史上看，我们的中庸
文化、糊涂文化，导致人们以”差不多“为标准，以”难得
糊涂“为明智。从现实看，”差不多“先生背后，是缺乏一
种对他人、对客户、对工作的一种基本的责任心。从专业上
看，”差不多“先生的出现，也跟他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
眼见经历有关，很多事情，做的貌似差不多，是因为他不知
道还有更好更高的标准，也就是跟他的能力有关。同样交差
和走捷径思维，阻碍了自己进步的机会，对职业成长是很不
好的。

树立”专注做好一件事情“的完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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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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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这个创新时代的年轻员工，虽然人的能力有大小，机遇
各不相同，但只要人人愿意在某一个领域日日潜心钻研，都
能成为受人敬重和热爱的大国工匠，都能为自己的人生添色
加彩。因此，要把工作当做一种修行，一种信仰，就像京瓷
创始人滔盛和夫先生的”六项精进"一样，在工作中坚持不懈
的努力。把工作当成事业，抛弃杂念，弃焦去躁；把工作当
做是磨练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的桥梁；把每一天都当
作人生的最后一天来度过，对待任何事情都认认真真，精益
求精，不留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