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观看工匠精神心得体会(实用8篇)
在读书心得中我们可以记录下自己对书籍内容的理解、读后
感、思考的问题和进一步的探索方向。[实习心得范文链接4]

观看工匠精神心得体会篇一

纪录片中，“大国工匠”都是奋斗在生产一线的杰出劳动者，
他们精湛的技艺和积极探求的精神，令人叹为观止。

精湛的技术加上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精神，这就是人们常
常称道的“德技双馨”，由此两能，技术创新，做大做强，
就有了根基和资本。央视播出的《大国工匠》反映的是普通
职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业绩，让人敬畏和感动
的“德技双馨”的真人真故事，没有半点夸张，平时的叙述
就是岁月里无限追求的刻录。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笔者从《大国工匠》中看到了平
凡的岗位中迸发出来的劳动精神，劳动之美。对于广大观众
来说，《大国工匠》早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尤其电视
中的一些故事、人物，让我们的记忆穿越时空，仿佛就在昨
天，这些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有我们老一辈劳模的精神再
现，也有当今高科技建设者的劳动创造，这些可歌可泣的人
物，不仅在平凡的工作中，更在精彩的艺术画面中，通过电
视纪录片这个载体，我们共同感受到了共和国通过劳动，改
变国家民族命运的一个个历程。

有的人能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接而不出现一点漏点，
有的人能将密封精度控制到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这不是神
话故事里的神奇力量，而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总装
厂高级技师高凤林身上最普通的工作经验。他绘火箭焊心脏，
是发动机焊接的第一人。0.16毫米，是火箭发动机上一个焊
点的宽度;0.1 秒，是完成焊接允许的时间误差，如此高难度
的焊接技术，不管反复看几次，都不禁让人感叹这究竟是技



能还是艺术。技术与艺术，精神与工作，有时候就在这样的
岁月里刻成了美美与共的极致。

李政道博士说过：“越往前走，技术就精神化。”《大国工
匠》中播出的这八名工匠，是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杰出劳动
者的代表，他们以聪明才智、敬业勤勉，书写着一线劳动者
的不平凡，他们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社会做出突出的贡
献，谱写了“德技双馨”的大美，无不令人叹服。望我们的
新闻媒体能够借鉴《大国工匠》的成功经验，把更多的镜头、
画面、时段和版面留给广大职工和一线劳动者，讲好劳动者
的故事，展示劳动者的风采，从而让更多的劳动变成创造，
让技术变成艺术，让劳动成为一个个“匠心筑梦”的旅程。

大国工匠观后心得2

八位劳动者，八位工匠。热爱本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精益求精。他们的成功之路就是追求
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
成为了国宝级的顶级技工，成为了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1.钳工胡双钱，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工作30多
年来，老胡创造了打磨过的零件百分之百合格的惊人纪录。
在中国新一代大飞机c919的首架样机上，有很多老胡亲手打
磨出来的“前无古人”的全新零部件。

2.捞纸工周东红，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经他手
捞出晒成的宣纸，每张重量误差不超过1克。30年来，周东红
始终坚持着成品率100%的记录，他加工的纸也成为韩美林、
刘大为等著名画家及国家画院的“御用画纸”。

3.港珠澳大桥管延安。在工作时，管延安要进入完全封闭的
海底沉管隧道中安装操作仪器。按照规定，接缝处间隙误差
要小于一毫米，他却能做到零缝隙。仅有初中文化的他，全
凭自学成为这项工作的第一人。他所安装的沉管设备，已成



功完成16次海底隧道对接。

4.国家高级工艺美术技师孟剑锋。北京apec会议上，我国送
给外国领导人及夫人国礼之一——“和美”纯银丝巾果盘，
是孟师傅在仅有0.6毫米的银片上，经过上百万次的精雕细琢
才打造出的“丝巾”。航天英雄、奥运优秀运动员、汶川地
震纪念等奖章都是出自孟剑锋之手。

5.沪东中华造船集团焊工张冬伟。殷瓦焊是世界上最难的焊
接技术，殷瓦板牛皮纸一样薄，一条lng船上的手工焊缝长
达13公里，一个针眼大小的漏点，都有可能带来致命后果。
张冬伟的焊接技术不但质量百分百有保障，外观上也完美无
缺。

7.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特种熔融焊接工高凤林。
焊工高凤林35年专注火箭发动机焊接工作，被称为焊接火
箭“心脏”的人。130多枚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他焊接的发动
机的推动下顺利飞入太空，其中就有送嫦娥卫星去月球的长
征三号甲系列火箭。0.08毫米，是高凤林焊接生涯里挑战过
的最薄记录。

8.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2研究所顾秋亮。载人潜水器有
十几万个零部件，其组装对精密度要求到达了“丝”级，在
中国，能实现这个精密度的仅有顾秋亮。成功把“蛟龙”送
入海底后，他的新挑战是组装中国首个完全自主设计制造
的4500米载人潜水器。

“大国工匠”的感人故事生动证明，仅有那些热爱本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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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
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而在这个过程中，代表中国
实力的制造工程，其顶级工艺技术确实十分精良，但对于更



多的中国制造领域，我们仍然缺乏响当当的“中国名片”，
其背后所折射的，又恰恰是基础制造业优质技术人才——大
国工匠的缺失。

其实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行业的工匠，我们都需要
工匠精神，我们要向八位大国工匠学习，学习他们坚持不懈
的精神、至死不渝的奋斗目标，争做国家的栋梁。对于身为
人师的我们来说，也要努力做一个充满“匠心”气质的教师，
不墨守成规或急功近利，而是将持续改善和创新当成永恒的
旋律。作为一名教育者，我们的方向不应当是囿于知识的传
授和灌输，让孩子们的时间花费在成绩单或名次上，更应当
侧重于“育”，“育”是文化，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唤醒和
激发，培育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激发学生的思考与创造活力
才是教育目的，仅有能培养孩子好奇心、提升在广阔空间中
自由思考的本事、鼓励孩子勇于创新和敢于冒险，并一辈子
专注于的教育这一件事的工匠教师，才能做出有匠心味道的
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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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国政府隆重召开了全国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说明中央政府对劳动模范的重
视，也为我们企业的一线生产职工带来了一股春风。

九十年代起，中国经济大潮汹涌澎湃，使大多数人产生了金
钱至上的思想观念，好多年轻人都不愿到生产一线工作，要
么经商做生意，要么考公务员，使得我们制造业一线年轻技
术工人严重断层。全国劳模大会的召开，是对我们一线工人
的充分肯定，也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崇尚劳动已成为
我们劳动者永不消失的荣耀。

“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每天在新闻联播节目
中推出了“大国工匠”系列报道，每期介绍几位制造业的国
家级高级技师，有的是在生产一线制造火箭的焊接工，有的



是在生产一线装配“蛟龙”号、高速列车、飞机的钳工。他
们这些人都没有多么高的文凭，从学徒开始，靠自己的勤奋
钻研、实干和敢于探索的精神，最终成为国家级高级技师，
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就我公司的实际，谈以下几点看法和感
受。

一、不要认为没有文凭就自卑。

我们的一线职工大多是工作20__年以上的老工人，高中以下
文凭占大多数，但大家在我们生产的胶合板机械领域个个都
是技术能手，无论是焊接，还是加工和总装，都涌现出了一
大批优秀人才，像谷延春、郭同虎等的焊接技术;沙崇光、燕
春伟等的加工技术;高大明、刘玉宁等的装配技术，在公司乃
至全国都是高手，他们大都没有多么高文凭，但是在本职工
作中都很出色，在行业内都是好手。只要好学、勤学，手艺
就会练成，练成手艺就会成为行业高手，也可享受高工资、
高待遇。我们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善于琢磨、善于钻研、
善于总结，怎么干才能干得快、干得好，要有自己一套独到
的工作方法，你才会超越别人，有了高超的的技能你也会成
为国家级高级技师的。

二、抓质量要一丝不苟。

“大国工匠”中的几位高级技师，生产的都是飞机、火箭、
高铁、轮船，是一批质量要求相当高的产品，如有0.1%的质
量问题，飞机可能坠落、高铁可能脱轨，轮船可能沉没，这
些产品要求的是100%的保证质量。我们的干部和职工在平时
质量管理中动不动就是“差不多”、“还凑合”，这些词都
不能用在我们的质量管理中，我们的产品质量也要求是100%。
这就需要我们的一线职工在各自的岗位上，要一丝不苟，想
办法、动脑子，把质量确确实实提上来。我们大家要明白一
个道理，我们机械制造业的品牌不是靠广告宣传能换来的，
是靠过硬的质量和优越的性能从用户的口碑中换来的。我们
全体员工要时刻把质量放在心中，不合格的工件坚决不入库，



不合格的产品坚决不出厂，要有持之以恒和一丝不苟的工作
作风把产品做好，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才会不断地发展壮
大，大家才能过上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三、你不一定爱厂但一定要热爱你的工作。

无论工厂怎么对你好，有个别同志总是在抱怨;无论工厂怎么
感化你，有个别同志仍然是无动于衷。这些同志不热爱自己
的工厂可以理解，但一定要热爱你自己的工作，工厂有千万
家，但你从初期学的工种可能只有一种，无论你在那个工厂
工作，你干不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不会吃上饭的。只有你
热爱了你的工作，你才能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你才能提高
你的技能，你才有立足于企业的本钱，如果你在自己的岗位
上创造不出一定的价值，到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收留你的，
现今的企业，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愿意收留一个闲人的。无论
你从事任何工种，都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自我约束和
要求自己，把自己培养成高技能人才。

四、未来的高级技术工人会大有作为。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飞速发展，经济总量已有显著提高，
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粗放式的发展，过度依赖于消费资源
和破坏环境为代价，也使得中国的制造业量大而不精，因此，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必然趋势。要转型升级，就必须有一批
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再先进的机器也是通过人制造出来的，
没有能人产品永远也不可能升级。我们企业过去是生产中小
型产品为主的企业，我们的部分职工过去只是制造小型产品，
现在升级为制造大型数控产品及生产线，这些都要求我们的
一线职工要提高自身素养，学习先进技术，不断完善自己、
提高自己。过去的生产一线工人是最底层，现在的生产一线
工人是最顶层，尊重知识、崇尚劳动，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
的最强音。望全体职工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的技术水
平，技术水平提高了，你才会大有作为。



请大家看一下“大国工匠”这个报道，向全国各行业的优秀
技师学习，大家会从中受到启发的。希望全体一线职工勤学
习，肯钻研，爱岗敬业，在不久的将来，很多人都会成为百
圣源的工匠，成为中国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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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中央电视台 《大国工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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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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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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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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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我们缺失工匠精神，“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
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
而在这个过程中，代表中国实力的制造工程，其顶级工艺技
术确实十分精良，但对于更多的中国制造领域，我们仍然缺
乏响当当的“中国名片”，其背后所折射的，又恰恰是基础
制造业优质技术人才——大国工匠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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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工匠》，这群劳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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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让我
们一起借这8双手向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致敬!

大国工匠，匠心筑梦。有的人能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
接而不出现一点漏点，有的人能密封精度控制到头发丝的五
十分之一，就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总装厂高级技师
高凤林来讲，他绘火箭焊心脏，是发动机焊接的第一
人。0.16毫米，是火箭发动机上一个焊点的宽度0.1秒，是完
成焊接允许的时间误差，如此高的焊接技术，不由人折服。

这些大国工匠，基本都是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杰出劳动者，
他们以聪明才智，敬业勤勉，书写着一线劳动者的不平凡，
他们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社会做出突出的贡献，让我们
为之震惊，为之叹服，为之激动，为之点赞。

大国工匠中高级技工，生产的飞机、火箭、高铁、轮船是质
量要求非常高的产品。如果0.1%的质量问题。飞机可能会坠
落;高铁可能会脱轨;轮船可能会沉没。这些100%的保证质量
在他们的眼里已经习从为常。成为小菜一碟的事情了;中国经
济经过三十年的飞速发展。经济总质量有显著提高，已跃居
世界世界第二。这些都离不开他们日日夜夜加班加点，当别
人休息时，他们还在一线，当别人一家人团聚时，他们只能
独自一人在一线奋斗。

高凤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科研研究院首都航天机械
公司特种熔融焊接工高级技师，从事火箭发动机焊接工作。
在承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东北哈汽轮机场大型机车换
热器的生产中技术人员一年多未攻克的熔焊难关，高凤林凭
借着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反复摸索使压了生产单位一年多的两



组18台产品顺利交付。

他们热爱航天，勤奋实践，立足本岗，刻苦钻研，我们应该
时刻向他们学习。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使自己在以后可以
大有作为，成为大国工匠的一员。

大国工匠每期介绍的都是一些从事制造行业的技师们，有的
是在生产一线装配蛟龙号。高速列车，飞机的钳工，在用他
们一双双勤劳的双手，高超的艺术创造者中国史上的一个个
奇迹。

而现在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们奋
斗的目标，争做国家的栋梁，而在学习中我们要更加努力的
学知识，我们要不断地进步，争取做好自己。

我以后一定努力好好学习，学习他们的刻苦认真精神，把这
些精神应用到我的专业课学习中来，刻苦扎实的学习专业课
知识，在实训时积极认真参加实训，多练习，以创造出一个
优异的成绩而努力!

他们耐心专注，咫尺匠心，诠释极致追求!他们锲而不舍，身
体力行传承匠人精神!他们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打磨“中国
制造”他们是劳动者，一念执着、一生坚守。

靠品质赢信任，靠敬业树立口碑，大国工匠的水准应该成为
我们的社会共识。

观看工匠精神心得体会篇二

今日，单位团支书告知，速度写篇大国工匠的观后感。可能
过去一年总是给单位写写两弹元勋、正能量之类的文章，给
别人留下了又红又专的印象。只可是，在这个又红又专的内
心深处，还有一颗胡思乱想的种子。



《大国工匠》，看了，当然有感。可这种感，却是悲感多过
喜感。只是这就不贴合时代提高的要求了，那就当无感吧。
因为，这只能叫《大国工匠》，无法叫强国工人。

《大国工匠》中，讲述了8位工人（我没有用工匠，因为我尊
敬他们），用自我飞凡的工作本事，缔造了各种中国“神
话”。看了每一集故事，那么生动，那么逼真。相信但凡去
过工厂工作的人，或者了解工厂的人，甚至对工厂没有概念
的人，在看了他们的故事后，都会由衷佩服他们。而在贯穿
全集的故事中，有几个词，听到了，却是那么无感。

我尊敬佩服每一位用自我双手，辛勤工作，努力生活的人们。
而提到工人，我对他们又有另一种感情。我的爸爸妈妈都工
作在工厂之中，用今日评价一个人的方式评价他们，他们很
失败，因为他们是工人出身（有时候荣誉也同地位一样，代
表着成功，只可是他们都不是“工匠”）。但对于家庭，他
们很成功，很伟大。他们夫妻恩爱，养育了孩子，孝敬了父
母，行得正，坐得端，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也正
是如此，我对工人的认识，跟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人相比，
可能又多了一点点。

我对15岁时的一个记忆片段，至今印象深刻。那时候，爸爸
带我去了他所在的工厂，让我和他一齐在里面站5分钟。那5
分钟，我闻到了炙热而又夹杂着汗水和油污味道的的空气，
轰隆刺耳的声音夹带着机械加工的废屑向我排山倒海般打来。
当5分钟时间到了时，爸爸在我耳边叫我。可第一次经历如此
场景的我，不明白是被身处的场景所震撼了，还是被吵杂的
噪声所淹没了，根本听不到爸爸近在耳边的声音。从工厂里
出来，我浑身上下早已湿透。

爸爸对我说，你以后要是学习好点，学到点本事，有本事就
去自我实现自我的梦想吧。如果没那个本事，爸爸最多是带
你到那里来工作。如果，你对那里的工作也不能胜任，那我
就送你一个箩筐（我家乡，职业为捡破烂的人们，都是背个



箩筐到处捡东西）。那时候，我对工人，是一种由内而外的
恐惧。我也第一次对所有努力工作，为生活努力的人，有了
一份敬意。而这份敬意，也一向让我尊敬所有努力的人。

如果读者您还有兴趣读到那里，可能或多或少，对于工人又
多了一点了解。今日的工作场所，比之过去，条件好了很多
很多，但对于很多工厂，其条件，恐怕还不是如电视中，那
么高大上。

言归真转，继续说说对《大国工匠》的感觉。里面的8位主人
公，用一生的追求，到达了绝大多数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可每次看到这种场景，不禁想问一句，年轻人哪里去了，其
他人做什么去了。

每一位主人公都是过了知天命的年龄，甚至是过了耳顺之年。
如果我们国家最高端的操作技术，掌握的是在一群知天命，
甚至耳顺之年的师傅们手中。

这是一种提高，还是一种骄傲，还是一种后继无人，没有传
承。

记得刚工作时，也曾少不经事，傻里傻气的说，感受不到传
承。当我说完后，老人笑我傻，中人说我笨。只因为，我说
了句“假”话。可如果今日还让我说，我还会坚持说一样的
傻话，笨话。而我对《大国工匠》的无感，也正是源于此处。
我们推崇着团体主义，可在荣誉面前，却竖起了英雄主义。

对于大国工匠中的每一位大师而言，他们经过《大国工匠》
得到了荣誉，可他们的单位的同事得到了什么这些大师们的
年轻同事们，要不是饭桶，要不是混日子的，否则，比这些
大师年轻的工人们，去做了什么学习，大家都懂得。师傅领
进门，修行在个人。学不好，是学生们自我不努力。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长江后浪，没有得到前浪的传承，靠着



时间，拍死了前浪。当一代又一代的后浪，经过时间洗礼，
最终摸清了前浪的精髓时，自我也变成了长江前浪。

观看工匠精神心得体会篇三

《大国工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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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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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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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工匠精神心得体会篇四

不断提高，勤奋学习，这是我看完纪录片《大国工匠》六集
后最强烈的感受。在生产一线，都是默默无闻的劳动者；他
们很普通，但他们很伟大，因为伟大工匠的高超技艺。从坦
克焊接到火药微雕，从造船到医生，从古文物修复到汝窑烧
制技艺的传承与探索。不满足于现有的技术水平，每一次的
潜心钻研，每一次的勇敢挑战，他们都在表演着做一个伟大
的乡村工匠，追求卓越的精神实质。

不断提高，勤奋学习，这是我看完纪录片《大国工匠》六集
后最强烈的感受。在生产一线，都是默默无闻的劳动者；他
们很普通，但他们很伟大，因为伟大工匠的高超技艺。从坦
克焊接到火药微雕，从造船到医生，从古文物修复到汝窑烧
制技艺的传承与探索。不满足于现有的技术水平，每一次的



潜心钻研，每一次的勇敢挑战，他们都在表演着做一个伟大
的乡村工匠，追求卓越的精神实质。

传承是为了创新。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礼仪之邦，是一代有
才华的人和熟练的工匠，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为这座文明的建
筑做出了持续的贡献。优秀的技能需要传承，但也需要敢于
创新。李人庆在二维纸上拓印三维雕塑是他深入研究的结果。

当老师从教的第一天就说自古以来只能在平面作品上拓印时，
普通工匠只需要学习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但李人庆选择在
无人涉足的领域开始漫长的探索。前进的道路未知，但正是
他追求卓越的信念，使得无数古代文物得以研究修复，让人
领略到儒雅古雅的魅力。

这种精神在大学里尤为重要。我们只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是前人已有的成果，若止步于此，知识不会更新，社会无法
向前发展，科技也只能停滞不前。仅有在旧的成果上钻研新
的领域，国家社会发展才有不竭的动力。

创新，是为了追求卓越。工匠们默默无闻，他们本是普普通
通的工人，但因心中怀揣追求卓越的信念而发光发彩。特高
压线路作业工人王进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寻求更高的突破，
从660千伏到1000千伏，他用精湛的技艺确保了千家万户的正
常用电。不安于现有技术的他，成为了掌握特高压带电作业
少有的顶尖技工。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尝试和突破，我国才能
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了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国家。

在他们身上，我能感觉到“把精益求精当作一种信
仰”，“爱较劲儿”的工作作风。匠人们不仅仅局限于把已
有的技术熟练掌握，还要要求自我做到更好。工作的每一处
细节，糊弄固然容易，可是当自我的名字印在产品上的那一
瞬间，荣耀与职责就随之而来。



大学，做大学问，成大境界。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把錾子，去
雕刻自我的前途，也会在将来自我的岗位上雕刻国家的未来。
干好自我岗位上的事，将其做精，做细，做奇，便到达了新
境界，这也是校训“学以精工”所要传达的精神。追求卓越，
在原有起点上仍然不满足现状，不故步自封，勇于向新的目
标探索，这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科技必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主角，这更要科技工作者们敢于
创新，追求卓越，敢想敢做，每件事都努力做到极致。

我们应发扬大国工匠的精神，用自我双手、智慧和胆略成就
不平凡的人生。

观看工匠精神心得体会篇五

?大国工匠》，这群劳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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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让我
们一起借这8双手向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致敬!

大国工匠，匠心筑梦。有的人能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
接而不出现一点漏点，有的人能密封精度控制到头发丝的五
十分之一，就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总装厂高级技师
高凤林来讲，他绘火箭焊心脏，是发动机焊接的第一
人。0.16毫米，是火箭发动机上一个焊点的宽度0.1秒，是完
成焊接允许的时间误差，如此高的焊接技术，不由人折服。

这些大国工匠，基本都是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杰出劳动者，
他们以聪明才智，敬业勤勉，书写着一线劳动者的不平凡，
他们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社会做出突出的贡献，让我们
为之震惊，为之叹服，为之激动，为之点赞。

大国工匠中高级技工，生产的飞机、火箭、高铁、轮船是质
量要求非常高的产品。如果0.1%的质量问题。飞机可能会坠



落;高铁可能会脱轨;轮船可能会沉没。这些100%的保证质量
在他们的眼里已经习从为常。成为小菜一碟的事情了;中国经
济经过三十年的飞速发展。经济总质量有显著提高，已跃居
世界世界第二。这些都离不开他们日日夜夜加班加点，当别
人休息时，他们还在一线，当别人一家人团聚时，他们只能
独自一人在一线奋斗。

高凤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科研研究院首都航天机械
公司特种熔融焊接工高级技师，从事火箭发动机焊接工作。
在承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东北哈汽轮机场大型机车换
热器的生产中技术人员一年多未攻克的熔焊难关，高凤林凭
借着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反复摸索使压了生产单位一年多的两
组18台产品顺利交付。

他们热爱航天，勤奋实践，立足本岗，刻苦钻研，我们应该
时刻向他们学习。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使自己在以后可以
大有作为，成为大国工匠的一员。

大国工匠每期介绍的都是一些从事制造行业的技师们，有的
是在生产一线装配蛟龙号。高速列车，飞机的钳工，在用他
们一双双勤劳的双手，高超的艺术创造者中国史上的一个个
奇迹。

而现在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们奋
斗的目标，争做国家的栋梁，而在学习中我们要更加努力的
学知识，我们要不断地进步，争取做好自己。

我以后一定努力好好学习，学习他们的刻苦认真精神，把这
些精神应用到我的专业课学习中来，刻苦扎实的学习专业课
知识，在实训时积极认真参加实训，多练习，以创造出一个
优异的成绩而努力!

他们耐心专注，咫尺匠心，诠释极致追求!他们锲而不舍，身
体力行传承匠人精神!他们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打磨“中国



制造”他们是劳动者，一念执着、一生坚守。

靠品质赢信任，靠敬业树立口碑，大国工匠的水准应该成为
我们的社会共识。

观看工匠精神心得体会篇六

纪录片中，“大国工匠”都是奋斗在生产一线的杰出劳动者，
他们精湛的技艺和积极探求的精神，令人叹为观止。

精湛的技术加上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精神，这就是人们常
常称道的“德技双馨”，由此两能，技术创新，做大做强，
就有了根基和资本。央视播出的《大国工匠》反映的是普通
职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业绩，让人敬畏和感动
的“德技双馨”的真人真故事，没有半点夸张，平时的叙述
就是岁月里无限追求的刻录。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笔者从《大国工匠》中看到了平
凡的岗位中迸发出来的劳动精神，劳动之美。对于广大观众
来说，《大国工匠》早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尤其电视
中的一些故事、人物，让我们的记忆穿越时空，仿佛就在昨
天，这些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有我们老一辈劳模的精神再
现，也有当今高科技建设者的劳动创造，这些可歌可泣的人
物，不仅在平凡的工作中，更在精彩的艺术画面中，通过电
视纪录片这个载体，我们共同感受到了共和国通过劳动，改
变国家民族命运的一个个历程。

有的人能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接而不出现一点漏点，
有的人能将密封精度控制到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这不是神
话故事里的神奇力量，而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总装
厂高级技师高凤林身上最普通的工作经验。他绘火箭焊心脏，
是发动机焊接的第一人。0.16毫米，是火箭发动机上一个焊
点的宽度;0.1秒，是完成焊接允许的时间误差，如此高难度
的焊接技术，不管反复看几次，都不禁让人感叹这究竟是技



能还是艺术。技术与艺术，精神与工作，有时候就在这样的
岁月里刻成了美美与共的极致。

李政道博士说过：“越往前走，技术就精神化。”《大国工
匠》中播出的这八名工匠，是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杰出劳动
者的代表，他们以聪明才智、敬业勤勉，书写着一线劳动者
的不平凡，他们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社会做出突出的贡
献，谱写了“德技双馨”的大美，无不令人叹服。望我们的
新闻媒体能够借鉴《大国工匠》的成功经验，把更多的镜头、
画面、时段和版面留给广大职工和一线劳动者，讲好劳动者
的故事，展示劳动者的风采，从而让更多的劳动变成创造，
让技术变成艺术，让劳动成为一个个“匠心筑梦”的旅程。

观看工匠精神心得体会篇七

八个劳工，八个工匠。热爱自己的工作，脚踏实地，勤奋认
真，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他们的成功之路就是追求自己专
业技能的完美和完善。通过继承和学习，通过专注和坚持，
他们成为了国宝级的顶尖技师和某一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1、钳工胡双倩，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高级技师，老胡工
作30多年，创造了抛光零件100%合格的惊人记录。在中国新
一代大型飞机c919的第一架原型机上，有许多“前所未有”
的由老胡亲自打磨的新零件。

2、纸钓工周东红是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技师，他用
手捞出晒干的宣纸后，每张纸的重量误差不到1克。30年来，
周东红始终坚持100%良品率的记录，他加工的纸张也成为韩
美林、刘大为等著名画家和国家画院的“皇家画纸”。

3、港珠澳大桥贯穿延安。工作时，严观安应进入完全封闭的
海底沉管隧道安装操作仪器。按照规定，接头处的间隙误差
应该小于一毫米，但他可以做到零间隙。只有初中文化的他
通过自学成为了这份工作的第一人。他安装的沉管设备已成



功完成海底隧道16次对接。

4、孟剑锋，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在北京apec会议
上，——“和美”纯银丝巾果盘，是我国赠送外国领导人及
其夫人的国礼之一，是孟大师经过百万次精雕细刻，在
仅0、6毫米的银片上创作的“丝巾”。太空英雄、奥林匹克
运动员和汶川地震纪念馆的奖牌都来自孟剑锋。

5、张东伟，沪东中华造船集团焊工。银瓦焊接是世界上最难
的焊接技术。银瓦板薄如牛皮纸。液化天然气船上的手工焊
缝长达13公里，针眼大小的泄漏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张东
伟的焊接工艺不仅质量100%有保证，而且外观完美。

7、高凤林，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特种熔焊机。
焊工高凤林从事火箭发动机焊接工作已有35年，被称为焊接
火箭的“心脏”。130多枚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他的焊接发动
机的推动下顺利飞入太空，其中长征3a系列火箭将嫦娥卫星
送上了月球。0、08毫米是高凤林焊接生涯中挑战的最薄记录。

观看工匠精神心得体会篇八

今年“五一”中央电视台《大国工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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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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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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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钳工胡双钱的手，工作30多年来，老胡创造了打磨过的零
件百分之百合格的惊人纪录。

2.捞纸工周东红的手，经他手捞出晒成的宣纸，每张重量误
差不超过1克。

3.在工作时，管延安要进入完全封闭的海底沉管隧道中安装
操作仪器。

4.北京apec会议上，我国送给外国领导人及夫人国礼之
一——“和美”纯银丝巾果盘，是孟师傅在只有0.6毫米的银
片上，经过上百万次的精雕细琢才打造出的“丝巾”。

5.殷瓦焊是世界上最难的焊接技术，殷瓦板牛皮纸一样薄，
一条lng船上的手工焊缝长达13公里，一个针眼大小的漏点，
都有可能带来致命后果。

6.他是crh380a的首席研磨师，是中国第一位从事高铁列车转
向架“定位臂”研磨的工人，被同行称为“鼻祖”。

7.焊工高凤林35年专注火箭发动机焊接工作，被称为焊接火箭
“心脏”的人。

8.载人潜水器有十几万个零部件，其组装对精密度要求达到了
“丝”级，在中国，能实现这个精密度的只有顾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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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我们缺失工匠精神，“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
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
而在这个过程中，代表中国实力的制造工程，其顶级工艺技
术确实十分精良，但对于更多的中国制造领域，我们仍然缺
乏响当当的“中国名片”，其背后所折射的，又恰恰是基础
制造业优质技术人才——大国工匠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