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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匠精神概述

从本质上讲，“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

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在新的时代弘

扬和践行“工匠精神”，须深入把握其基本内涵、当代价值与培育途径。

“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

“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的内容。

其一，敬业。敬业是从业者基于对职业的敬畏和热爱而产生的一种全身

心投入的认认真真、尽职尽责的职业精神状态。中华民族历来有“敬业乐群”

“忠于职守”的传统，敬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基本要求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执事

敬”“事思敬”“修己以敬” 。“执事敬”，是指行事要严肃认真不怠慢；

“事思敬”，是指临事要专心致志不懈怠；“修己以敬”，是指加强自身修

养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宋代大思想家朱熹将敬业解释为“专心致志，以事

其业”。

其二，精益。精益就是精益求精，是从业者对每件产品、每道工序都凝

神聚力、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职业品质。所谓精益求精，是指已经做得很

好了，还要求做得更好，“即使做一颗螺丝钉也要做到最好”。正如老子所

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能基业长青的企业，无不是精益求精才获得

成功的。瑞士手表得以誉满天下、畅销世界、成为经典，靠的就是制表匠们

对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每一块手表都精心打磨、专心雕琢的精益精神。

其三，专注。



专注就是内心笃定而着眼于细节的耐心、执着、坚持的精神，这是一切

“大国工匠”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特质。从中外实践经验来看，工匠精神都意

味着一种执着，即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韧性。德国除了有人们耳熟能

详的奔驰、宝马、奥迪、西门子等知名品牌之外，还有数以千计普通消费者

没有听说过的中小企业，它们大部分“术业有专攻”，一旦选定行业，就一

门心思扎根下去，心无旁骛，在一个细分产品上不断积累优势，在各自领域

成为“领头羊”。其实，在中国早就有“艺痴者技必良”的说法。古代工匠

大多穷其一生只专注于做一件事，或几件内容相近的事情。《庄子》中记载

的游刃有余的“庖丁解牛”、《核舟记》中记载的奇巧人王叔远等大抵如此。

其四，创新。“工匠精神”强调执着、坚持、专注甚至是陶醉、痴迷，

但绝不等同于因循守旧、拘泥一格的“匠气”，其中包括着追求突破、追求

革新的创新内蕴。这意味着，工匠必须把“匠心”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既

要对职业有敬畏、对质量够精准，又要富有追求突破、追求革新的创新活力。

事实上，古往今来，热衷于创新和发明的工匠们一直是世界科技进步的重要

推动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工匠，如倪志福、郝

建秀等，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汉字

激光照排系统之父”王选、“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充电电池制造商”王传

福、从事高铁研制生产的铁路工人和从事特高压、智能电网研究运行的电力

工人等都是“工匠精神”的优秀传承者，他们让中国创新重新影响了世界。

2015 年，央视推出系列纪录片《大国工匠》，引发社会关注。纪录片将

一位位满怀专注和热爱，坚持苦思和钻研，用双手缔造一个个“中国制造”

神话的大国工匠从幕后带到台前，也将“工匠精神”一词带入人们视野。



工匠精神不仅是职业素养的要求，也是良好品质的代表。它是心怀匠心，

以巧妙的心思进行创新；它是铸造匠魂，以高洁的品德坚守本心；它是守护

匠情，以深厚的情怀面对工作；它是实践匠行，用求实的态度苦心耕耘。

工匠精神是国家的魂、民族的本，也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基础。

对青年一代而言，这一精神并不遥远，其中蕴含的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勇

于创新、耐心专注等品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更应担起肩

上的责任，继承并发扬工匠精神，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懈奋

斗。

适用考点：

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创新精神、情怀、坚持

素材积累

工匠精神的代表人物

1.鲁班：万世工人祖，千秋艺者师

荣誉成就：

工匠之祖、发明大家

事迹回放：

鲁班出生于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个工匠世家，年幼时就展现出对土木建筑

的兴趣。不同于同龄人演习苦读，小鲁班每天都花很多时间摆弄树枝、砖石

等小玩意。左邻右舍都认为他不学无术，没有出息。只有母亲非常支持鲁班，

她鼓励他从生活中汲取知识，在实践中发展才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正因为母亲的大力支持，鲁班从贪玩的孩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工匠。

然而，年少养成的习惯使他并不安于成为一名普通木匠，而是非常留心观察

日常生活，在实践中获得灵感，不断改进、创新自己的工艺和工具。

一次，他在爬山时被边缘长着锋利细齿的山草划破了手指，想到自己砍

伐木料时，常因为斧子不够锋利而苦恼，心中顿时一亮。他请铁匠照草叶的

边缘打造了一把带尺子的铁片，又做了个木框使铁片变得更直更硬，打造了

一把锯木的好工具——就是后世使用的锯子。不仅如此，鲁班还发明了墨斗、

石磨、锁钥等等工具，是名副其实的发明大家。

日复一日的劳作使他练就了善于发现的眼睛，自我提升的要求使他养成

了不断创新的思想，而精益求精的钻研使他成为建筑行业的先师，广为后世

称道。鲁班的事迹也凝结为以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等品质为内核

的“鲁班精神”，成为世代工匠追求的自我修养。

2.胡双钱：“零差错”才能无可替代

荣誉成就：

航空“手艺人”、全国劳动模范

事迹回放：

1980 年，从小热爱飞机的胡双钱进入上海飞机制造公司，被分配到了钳

工工段。这对原本学习扳铆工的胡双钱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专业不

对口意味着他要付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才能熟练掌握这一技艺。

然而，他没有抱怨，而是怀着只要能实现造飞机的梦想，坚决服从分配，

在钳工岗位上一做就是三十多年，经他手生产的零件被安装在上千架飞机上，

实现了“零差错”的记录。



“每个零件都关系着乘客的生命安全。确保质量，是我最大的职责。”

核准、划线、钻导孔、打光……凭借着高度的责任意识，胡双钱在无数个日

日夜夜重复着这样的机械动作，近乎苛责地要求自己，只为不出一丝差错。

一次，他在给飞机拧螺丝时走了神，晚上回想工作时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于是在凌晨三点骑自行车赶到单位，反复确认，才放下心来。从此，胡双钱

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做完一步，都要认真看几秒再进入下一道程序：“再

忙也不缺这几秒，质量最重要！”

坚守岗位，精益求精，是匠人的职业道德；而心系祖国航空事业，不断

探索技艺提升，更是大国工匠的风范。划线是钳工作业最基础的步骤，为了

提升精细度，胡双钱发明了“对比检查法”和“反向验证法”，虽然增加了

工作量，但却给零件加工增加了复查的机会，为加工的准确和质量打下基础。

虽然荣誉加身，胡双钱仍选择默默奉献在飞机制造一线，用匠人本心成

为无可替代的航空“手艺人”。谈及未来，胡双钱最大的愿望是：“最好再

干 10 年，20 年，为中国大飞机多做一点。”

3.周东红：连做梦都是在捞纸

荣誉成就：

宣纸工匠、全国劳动模范

事迹回放：

1986 年，周东红进入泾县宣纸厂做捞纸工。由于技术不熟练，他每天起

早贪黑进行练习，虚心向捞纸厂的老师傅们学习，渐渐掌握了技术。他还给

自己制定了比每天要求的工作量再多 50%的目标，常常凌晨 1 点起床，一天

工作时间超过 17 个小时，手也因为长期浸泡在水中脱皮溃烂。他做这一切，



只为精益求精，提高自己产出的品质。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东红的技术不断提升，能稳定控制不同品种纸张的

分量，正品率达到 99%，还被抽去捞制古艺宣、乾隆贡宣以及大国工匠等高

档宣纸。

在自我提升的同时，周东红也将宣纸传统制作这一非遗技艺的传承放在

心上。他悉心培养徒弟，将经验倾囊相授，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传承人。

他还为捞纸技术的革新献计献策，在制作一种名为“扎花”的宣纸时，

他几乎住在了厂里，没日没夜地进行试验，不仅梦里都在捞纸，连生病打针

时也不忘翻阅相关材料。在周东红眼里，复原传统宣纸制作手艺，守护中国

宣纸文化是只能赶而不能等的大急事。

尽管被誉为“大国工匠”，周东红却说自己对“工匠”一词并不熟悉。

他笑称：

“我只知道始终如一的专注、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每天忙碌的目的也

很单纯。只想让这门已经存在了千年的传统工艺一直传下去。”

4.火箭“心脏”焊接人高凤林

今年 53 岁的高凤林，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 211 厂发动机

车间班组长，35 年来，他几乎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即为火箭焊“心

脏”——发动机喷管焊接。有的实验，需要在高温下持续操作，焊件表面温

度达几百摄氏度，高凤林却咬牙坚持，双手被烤得鼓起一串串水泡。因为技

艺高超，曾有人开出“高薪加两套北京住房”的诱人条件聘请他，高凤林却

说，我们的成果打入太空，这样的民族认可的满足感用金钱买不到。他用 35

年的坚守，诠释了一个航天匠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

5.工艺美术师孟剑锋



孟剑锋是北京工美集团的一名錾刻工艺师，他用纯银精雕细琢錾刻的“和

美”纯银丝巾，在去年北京 APEC 会议上，作为国礼之一赠送给外国领导人及

夫人。从业二十年来，他追求极致，对作品负责，对口碑负责，对自己的良

心负责，将诚实劳动内化于心，这是大国工匠的立身之本，中国制造的品质

保障。

6.“蛟龙号”上的“两丝”钳工顾秋亮

“蛟龙号”是中国首个大深度载人潜水器，有十几万个零部件，组装起

来最大的难度就是密封性，精密度要求达到了“丝”级。而在中国载人潜水

器的组装中，能实现这个精密度的只有钳工顾秋亮，也因为有着这样的绝活

儿，顾秋亮被人称为“顾两丝”。43 年来，他埋头苦干、踏实钻研、挑战极

限，追求一辈子的信任,这种信念，让他赢得潜航员托付生命的信任，也见证

了中国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迈进。

7.胡胜：是一位车床加工工人，是全厂车工中对刀具最精通的人。为了

国产预警机核心部件的生产，他使用数控机床必须将加工精度控制在 4 微米

以内，这无疑是极大的挑战。

8.崔蕴：今年 58 岁的崔蕴，共参与总装过七十多发不同型号的火箭，

可 2016 年在他第一次接到总装长征五号遥一任务的时候，却不知从何下手。

9.刘伯明：这个“五一”假期，无论是重点工程施工现场还是重点项目

生产车间，广大劳动者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715 吨常规岛低压转子，是核电站发电的关键设备。为了打破

国外垄断，中国一重的锻造工刘伯鸣接受了这个挑战。

10.李凯军：



李凯军是一汽集团钳工班班长，在模具钳工岗位上一干就是 20 多年。他

凭借对工作近乎痴迷的热爱，不仅在单位家喻户晓，并且蜚声行业内外，成

为技术工人的杰出代表。。

11.周皓：周皓是中国科学院深海所里的一名普通钳工，负责所内深海科

研装备的零部件加工、制造、维修工作。在两次马里亚纳科考航次中，他解

决科研装备技术难题 156 项，针对海试需要对科考装备合理升级改造 58 项，

使国产自主研发的科研装备取得多项国际、国内第一。

12.竺士杰：5 月 4 日的“大国工匠”是一位码头桥吊司机，他曾经凭借

着不差分毫的娴熟技术和独创的操作方法成功救援了一起海上事故。

12.郑春辉：5 月 3 日的《大国工匠》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木雕师——郑

春辉，他凭借一双巧夺天工的手和一颗孜孜不倦的心，在一段木头上重现了

《清明上河图》的盛景。

13.孙红梅：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技艺精湛、执着坚守，他们不断创新，

追求极致。来看“五一”系列节目《大国工匠》。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

给飞机发动机维修就是在心脏上做手术。今天（5 月 2 日）的“大国工匠”

孙红梅就是这个“主刀医师”。

15.杨金安：大藤峡水利枢纽是我国珠江流域关键控制性水利枢纽，枢纽

的船闸大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闸门，这个闸门的底枢曲扭“蘑菇头”要承

受 1295 吨闸门的压力。炼钢工人杨金安就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炼出一炉

35 吨的特种钢，用来打造这个“蘑菇头”。

16.金其福



：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当一名合格的技术工人？河

南中原特钢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钳工状元”金其福的回答是：要有一股轴劲

儿。这个从两眼一摸黑的学徒工成长起来的省级“钳工状元”，从业 18 年以

来，几乎都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与机械设备改造和维修难题较劲。

17.曹遂军：“我觉得专注于自己手中的工作，并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极致，

这就是一种工匠精神。”今年 45 岁的曹遂军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一建设有限

公司的一名焊工教练。

18.付浩：付浩，现在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付浩技能大师工作室”

担任高级技师。参加工作三十二年来，付浩一直坚持在技术难度大、工作环

境艰苦的安装施工第一线。

19.王海荣：这所油田的首席技师王海荣，在工作的数十年间，加工改进

多套工具。从 1984 年至 2017 年底，加工改装各种工具 4000 多套（件）。

20.李晓佳：李晓佳从事的数控机床试车工作，就是给每台机床做动态精

度检验，通过车削试件来检验机床的加工精度。因为产出的每台机床都是中

高档商品，所以在使用时不能出现差错。

21.高喜喜：走进中国西电集团西安西电开关有限公司机械加工车间，数

控机床旁，高级技师高喜喜正聚精会神的编程加工零件，他双眼紧紧地盯着

旋转中的刀头，不时对其进行修正。

22.张莉：相继参与全国铁路三次提速建设，参与时速 250 公里、350 公

里客运专线、重载线路所需 30 余种新型道岔的研发和 10 多项工艺改进工作，

先后获得 5 项国家专利……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轨道线路研究院副院长、

高级工程师张莉在十余年的工作中用一段段经历和一项项成绩诠释着“认真



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

23.曹梅：



临近 11 时，曹梅走到户外固定观测点，仰望天空，默记几秒，随后回到

办公室操作台前，将仅凭肉眼观测到的云高、云量填进系统，连同观测仪器

自动抓取的准点气压、气温、湿度、风向、风速、地温等基础数据，11 时准

时上报至上级气象部门。

24.李刚：这个被工友们称之为“刀手”的技术大咖，不仅能蒙着眼在上

千根电缆，数百个走向，数万个节点中，一口气精准无误的插接百余条线路，

而且还具有着扎实的电气理论基础，参与国产盾构机电气系统的创新研发。。

25.徐立平：一台正在工作的大型风扇，一节等待精细加工的固体燃料发

动机，两个埋头紧张作业的工人。这就是走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

四研究院 7416 厂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药面整形组所在的厂房能够看到的全

部景象。

26.周红亮：9 月 4 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与往常一样，陕西宝鸡秦岭

输电运维班巡视员周红亮肩上背着测温仪，行走在距离宝鸡市区 50 公里的秦

岭观音山，巡视着连接秦岭南北的电力线路。

27.张新停：张新停在鸡蛋上练钻孔这门绝活儿，是为了在普通钻床上给

高硬度钨合金钻 0.4 毫米的平底深孔。当时，全公司没有一个人掌握这种技

术，如果外包，不仅费用高而且周期长，会影响按期交付。

28.“差生”宋彪与金牌中的金牌

技能成才，绝不只是一句口号

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世界冠军，但有一技之长就更能实现人生价值。

不管是在鸡蛋上刻字，还是在机床上加工，都需要耐下性子，用心磨练。



这个身披中国国旗的人名叫宋彪，今年 21 岁。他是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智能装备学院的一名教师，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以 779 分在 1260 多名

参赛选手中排列第一，获得工业机械装调项目的金牌——本届世赛最高奖，

阿尔伯特·维达尔大奖。他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阿尔伯特大奖的选手，也是

目前唯一一位。

“我老家在安徽蚌埠农村，是留守儿童，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初一时，

我的成绩还可以，但到了初二迷上网游后就不行了，升初三时，自己意识到

不能再玩了，但已经跟不上了。”通过宋彪的口述，我们知道他在读书时是

一名不折不扣的“差生”。

中考失利后，父亲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让宋彪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

“那次谈话之后，意识到自己要为自己负责了，有了努力的动力。”在

继续上高中和读技校之间，宋彪选择了后者。

“我小时候就爱拆装父母给我买的玩具，很享受其中的过程。相比吃力

地读高中，我觉得上技校、掌握一门手艺更适合我。”

从初中时被老师放弃的差生，到就读技校后一步步走上世界舞台，再到

如今的“宋老师”，宋彪一路的经历，就是一个“技能改变人生，技能成就

梦想”的故事。

人物速写

宋彪的经历让身边的同学明白，“技能成才”绝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

可以成为现实的。

工业机械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关系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小到一颗纽扣，大到一架飞机，它并不是冰冷的铁，背后包含着青年工匠投



身工业制造的热情。中国要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需要更多的青年人加

入进来，为工业制造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与“工匠精神”有关的名言



1. 工作是一种修行，世间只有必然性没有偶然性！

2. 工匠用的工作获得金钱，但工匠不为钱工作。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是他

人生态度的表现，一生的职业就是他志向的表示、理想的所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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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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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果你希望改变现状、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成为被需要、被尊

重、众望所归的成功者，就从当下的事情做起，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工匠。

拥有工匠精神，拥有内外丰盛的人生！

6. “工匠精神”不仅意味着内心笃定而精于细节的执着，更需要几十年

如一日的坚持与韧性。

“工匠精神”经典事例

1.英国航海钟发明者约翰·哈里森：哈里森费时 40 余年，先后造出了五

台航海钟，其中以 1759 年完工的“哈氏 4 号”最为突出，航行了 64 天，只

慢了 5 秒，远比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2 分钟）还少，完美解决了航海经度

定位问题。

2. 截止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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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在这些国家，是一种偶然吗？他们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研究了他

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神——工匠精神！



3. “工匠精神”可以从瑞士制表匠的例子上一窥究竟。瑞士制表商对每

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每一块手表都精心打磨、专心雕琢、他们用心制造

产品的态度就是工匠精神的思维和理念。在工匠们的眼里，只有对质量的精

益求精、对制造的一丝不苟、对完美的孜孜追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正

是凭着这种凝神专一的工匠精神，瑞士手表得以誉满天下、畅销世界、成为

经典。

4. 在获得奥斯卡日本影片《入殓师》里。一个大提琴师下岗失业到葬仪

馆当一名葬仪师，通过他出神入化的化妆技艺，一具具遗体被打扮装饰得就

像活着睡着了一样。他也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好评。这名葬仪师的成功感言是：

当你做某件事的时候，你就要跟它建立起一种难割难舍的情结，不要拒绝它，

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有生命、有灵气的生命体，要用心跟它进行交流。

5.《庄子》中记载的“庖丁解牛”的故事。

6. 稻盛和夫被认为是最有匠人精神的企业家，他有一个很经典自述，他

说，“手拿放大镜仔细观察产品，等同于用耳朵静听产品的‘哭泣声’。如

果找到了不合格产品，就是听到了产品的 ‘哭泣声’，我就会想，‘这孩子

什么地方疼痛才哭泣呢？它哪里受伤了呢？’当你把一个个产品完全当做自

己的孩子，满怀爱意、细心观察时，必然就会获得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提高

制成率的启示。”

7. 百年老店同仁堂的先人们为后人留下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

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堂规和“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堂训。同仁堂的历

代传人至今遵古不泥古，继承不失宗，使同仁堂生产的各种中成药素以“处

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享誉海内外。



8. 20 世纪初，德国的泰来洋行承建了甘肃兰州的一座桥梁，1909 年竣

工，按照当时的合同规定，该桥自完工之日起保证坚固 80 年。这座桥梁屹立

至今，在 1949 年解放兰州的战役中，经历了枪林弹雨，桥面木板被烧，斑驳

的桥梁上留下了深深的弹痕，但桥身安稳如初。到了 1989 年，在距桥梁建成

80 年之际，德国专家专程对该桥进行了检查，并提出加固建议，严谨的德国

人同时不忘申明合同到期。如今，这座桥梁仍然在照常使用。

央视纪录片《大国工匠》中的人物素材

《大国工匠》讲述了 8 个工匠“8 双劳动的手”所缔造的神话。节目播

出之后，工匠的故事很快引起社会热议。人们发现，包括胡双钱在内的工匠

们，之所以走入镜头，并非他们有多么高的学历、收入，而是他们能够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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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制片人岳群说，这样的工匠精神，在当下浮躁的社会

中显得尤为珍贵。正如一位网友的评论所言：“当看见哈雷戴维森工厂的装

配工自豪地对儿子说，‘街上那些漂亮的摩托车里就有我的签名’的时候，

我想，我们的中国工匠也应该有这种荣誉感，社会需要给予技术人才更多尊

重与重视。”

人物素材：胡双钱

胡双钱就是一位拥有非凡技术的匠人，至今，他都是一名工人身份的老

师傅，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制造中国大飞机团队里必不可缺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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