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医课感想(优秀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医课感想篇一

之前的我对自己的医术缺乏信心，已故中医大家岳美中先生
曾说：“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处可误人”。我曾问自己：
“我能像老师们一样看病吗？”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在我疑
惑的时候，20xx年我去xx参加了为期5周的纯中医义诊服务。
在师兄们的带领下，加上我们从国内带去的中药饮片，我见
证了一次又一次以纯中医的方法救人活命，看到了许多病人
从中医药学这一个伟大的宝库中获得了健康，也让我深深体
会到作为一个青年中医师应有的目标和责任。这个体验鼓励
我读研读博，更深一步探索经典的魅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学生，真正的跟诊是你有一个辨证论治的
思索过程。

首先，收集到患者四诊信息后，会在你脑海中出现第一个病
机，然后去思考这个病机和你收集到的四诊信息是否相符合。
如果不符合，那就可能是另一个病机了，应再次把病机和四
诊信息相匹配，重复这种过程几次，就大致可以找到病人的
真正病机了。

其次，你再想一下，这个病机可用什么方呢？《伤寒论》、
《金匮要略》以及方剂学里有相对应的方药吗？而不是看老
师用了什么方药，重点是你要有这种思考的过程。到了这个
阶段，千万不要去看老师的方，因为可能会影响你的思维。
因为有可能老师看病太快了，他的辨证论治思维过程太熟了，



你追也追不上。

多多训练这种思维过程，比你抄了或背了某中医老师专门治
某病的常用方更好。因为中医自古就不分科，最多就分个骨
伤与外伤杂病，所谓的外伤就是外感病，所谓的杂病就是内、
外、妇、儿等，全都是一以贯之，全都依赖中医的辨证论治
思维。如果连辨证这一步都没有走好，如何论治？要有针对
性地去学习、去提升自己。

首先，学习中医经典，最好是先看原文。至于版本的问题，
我觉得对一个连辨证论治都不太明白的人来说，就先别了解，
少走一些不应该走的路。

其次，阅读条文的时候，我们要去想象自己就是在看病。条
文显示的是一个病人的病情，想象自己就是个医生，一边看
着条文，一边去学习如何分析。在阅读的时候，可能一开始
看到一两个临床症候表现，就会去想是不是某个病机，是表
是里？是寒是热？再多几个临床症候出现，就会去想跟自己
方才想的病机相对应吗？有矛盾吗？多次重复这种思考，最
后就得出一个病机，就是这个条文想要表达的中心病机。在
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做了一次辨证论治了。所以，张仲景
所著的书被后世认为是辨证论治的模范书，就是因为它里面
的内涵、它的重点在于学懂中医的辨证思维，辨证求机审因
论治。

中医的教育，为的是培养有辨证思维的中医师。在与不少中
医学生交流时，我发现大家出现了一种“返祖性”的中医思
维。所谓“返祖”现象，就是置辨证论治于不顾，而重视一
种类似于西医的症候群治疗的思维方法。什么寒热、表里、
虚实等，都只是一堆症候总结，之后美其名曰是什么病机引
起的，甚至连病机都不说，辨证论治的过程也弃之不用。

从对《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的学习中，我们
很容易发现中医的看病方法，也可以说是中医的“看家本



领”是在四诊后合参，在一堆临床症候表现中找出其本质的
问题、疾病的矛盾处，是对病机的总结。而在四诊时，在脑
海中有可能出现几次病机，反复思考那些症候表现，是不是
对应这一个病机，也许这一个病机应该有另一个证候表现，
然后再去问病人。所以，这其实跟阅读、分析《伤寒论》与
《金匮要略》的条文是一致的。由此可知，我们不应该只着
重于对条文的背诵，忽视了对条文的分析，因为缺乏分析也
仿佛脱离了临床，脱离了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方法。

中医课感想篇二

养生就是顺应自然，系统安排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中医学的
理论指导下，运用恰当的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等)，适应自然
规律的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方式，就叫中医美容与养生。其
目的是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恬淡虚无，真气从
之”，其关键是强壮脏腑，扶正固本，保养真气，起到保健
强身、防病抗衰的作用。

美容与养生就是根据生命发展的规律，采取能够保养身体，
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手段，所进行的保健活动。
所谓生，就是生命、生存、生长之意;所谓养，即保养、调养、
培养、补养、护养之意。美容养生是通过养精神、调饮食、
练形体、慎房事、适寒温等各种方法去实现的，是一种综合
性的强身益寿活动。中医美容养生学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
探索和研究中国传统的颐养身心，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延
年益寿的理论和方法，并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指导人们保健活
动的实用科学。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美容养生学吸取各学派
之精华，提出了一系列养生原则。加形神共养，协调阴阳、
顺应自然、饮食调养、谨慎起居、和调脏腑、通畅经络、节
欲保精、益气调息、动静适宜等等，使养生活动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美容与养生方法很多，着眼点各异，但殊途同归。大致分以
下几类：



调神美容养生:精神乐观，则气舒神旺;精神抑郁，则气结神
颓;喜怒不节，则气耗神消。故清心寡欲可使心气平和、血脉
流畅、精神安定，虽有大惊猝恐而不能为害。调神之法，参
禅入定，或心有所恃，或弦歌自娱，或山林探幽，以气度从
容，心思安定，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则神调。

中医美容学心得优秀范文中医美容学心得优秀范文

吐纳美容养生:即今之气功。气功之要，一是静心，静而不思，
若能无外无我，可以养神而致长寿。二是以意引气，以气行
周身，通达经络，包括通任督、通小周天、通大周天等各种
方法，达到养气养神、经脉流畅，保健强身。

导引美容养生:又称为练形养生。导引吐纳，自古即用于描述
气功及形体强身，未有细致确定的区分。这里则专指以形体
动作为主导方法的养生，所谓“主导”，是因为这种方法本
身也要求有呼吸动作的配合。这类养生术有五禽戏、八段锦、
易筋经、极拳以及被动的推拿等。

食饵美容养生:通过调节食物的品质、数量、进食规律，以及
回避有害的食物以养生，也包括饵药养生(古称神仙服饵)，
其内容包括食性、食养、食疗、食节、饮食禁忌及药养等。

四季美容养生：顺应阴阳气化是四季养生的奥秘。四季养生
的关键在于顺应阴阳气化。人为什么要顺应阴阳气化养生呢?
因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人与天、地是相应的。什么相
应?阴阳气化相应。所以，要顺应阴阳气化养生，就必须知道
阴阳气化的规律。

阴虚质的药食美容与养生： 阴虚质的美容与养生原则是滋补
肾阴，壮水养颜。药物美容代表方为六味地黄丸、大补阴丸
等。常用药物有熟地黄、山药、山茱萸、丹皮、茯苓、泽泻、
女贞子、何首乌、菟丝子、龟版、阿胶等。但滋阴之剂应用
时应防止过于滋腻。食疗举例：阴虚质应多食滋润养阴的食



物，如梗米、猪肉、兔肉、牛乳、鸭肉、禽蛋、海蜇、龟鳌、
海参、枇杷、杨梅、菠萝、香蕉、葡萄、荸荠、芝麻、百合
等。美容药膳可服用枸杞子或石斛泡茶长期饮用，或食用山
萸肉粥、天门冬粥、枸杞肉丝、雪羹汤、百合鸡子黄汤等。
对阴虚质出现的皮肤干澡、失眠、消瘦、黄褐斑、便秘等有
改善作用。

特禀质的药食美容与养生： 特禀质的美容与养生原则是益气
固表、养血养颜。药物美容代表方为玉屏风散、消风散、过
敏煎等，常用药物有黄芪、白术、荆芥、防风、蝉衣、乌梅、
益母草、当归、生地黄、黄芩、牡丹皮等。食疗举例：特禀
质的美容疗法主要是针对过敏性损美疾病，饮食宜不含致敏
物质的食物如少食荞麦、蚕豆、白扁豆、牛肉、鹅肉、鲤鱼、
带鱼、蛤蚌类、田螺、牡蛎肉、贝类、鲍鱼、虾、蟹、乌贼
骨、海参、酒、辣椒等。美容药膳可服用如薏苡仁山药粥、
黄芪红枣汤、玉屏风粥、人参黄芪粥。对特禀质出现的皮肤
过敏、过敏性鼻炎等有改善作用。

中医课感想篇三

作为一名学习中医的学生，不断地在课堂上接受着关于中医
知识的讲解和训练。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也深深
体会到了中医的独特魅力。

第一段：了解中医

在中医上课的过程中，我们首先了解了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和
理论，包括中医的体质理论、病因病机、诊断方法、治疗学
说以及预防保健等方面。通过这些了解，我对中医的整体认
识更加深刻，对中医的原理和思维方式也更加清晰。

第二段：学习诊断方法

中医的诊断方法是中医诊疗的基础，也是中医的核心。我们



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除了理论上的知识学习外，更注重的
是实践方面的训练。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和模拟病例，我们不
断地尝试和探索，逐步熟悉中医的诊断路线和流程，同时提
高了中医的辨识能力。

第三段：学习中药治疗

许多人认为，中医的治疗方法就是中药。事实上，中医还有
针灸、推拿等许多治疗方法。在这些治疗方法中，中药占据
了主要位置。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中药的相关知识，我们
还学习了中药的基本功课，包括中药的药材分类、药理学、
配伍禁忌等方面。这些基本功课的学习，为我们后续的中药
临床应用提供了基础。

第四段：学习针灸技术

中医的另一个重要治疗方法就是针灸。针灸是一种独特的医
疗技术，可以刺激人体的穴位，改善人体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在中医课堂上，我们通过模拟实验学习和掌握了针灸的基本
原理、点穴技巧以及操作注意事项等。

第五段：感受中医独特魅力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医的独特魅
力。中医注重整体观念和个性化治疗，通过辨证施治的方法，
可以量身定制疗程，减轻患者的痛苦和病情。中医还注重疾
病的预防和保健，更加注重身体的健康和平衡，从根本上解
决人体问题。这些都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医的独特魅力。

总之，在中医上课的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许多中医的理论
知识和实践技能，更是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医独特的魅力。我
相信，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并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才能把中医精华发扬光大，为更多的人服务。



中医课感想篇四

学习中医课堂的体验是一个颇为特别的经历。在那里，我不
仅学习了各种中医理论，也认识了一群热爱中医的志同道合
的小伙伴。在这个课堂上，有时可以大力讨论争论，在这里，
有时也能看到令人激动的一幕幕中医痊愈病人的场景。在这
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中医课堂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中医理论的奥秘

在中医课堂中，我们学习了中医遥远的原理和奥秘。在学习
阴阳五行理论和经络理论时，我感到有点无从下手。然而，
我的老师通过讲解一些实际的案例，使这些理论变得更加易
于理解。此外，我们学习了中医的诊断方法，包括望闻问切
四种诊查方式。学习中医诊断方法带给我很多新的感受，它
需要全身心的专注，深入地了解患者的生活和健康习惯，使
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得到了对患者的理解。

第三段：实践对比理论

学习中医理论之后，我们进行了实践分组。不出所料，我被
分配到了一个很活跃的组别。我们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日常
套装治疗练习来巩固所学的中医理论知识。我开始发现，实
践经验是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中医理论知识的最好方式。通过
亲自实践，我了解了套装的用法、注意事项和不同病情和不
同人各自的应对方式。

第四段：团队讨论与个人表现

中医课堂上一个最大的收获是我所吸收的团队讨论。在不同
的小组中，我们需要讨论和评估我们的中医理论学习、实践
和心得体会。我感到很好的一点是，我们的老师鼓励我们自
由发言，并且对发言者的意见进行回复。这种互动鼓励了我
们对中医学习和教育的投入。



第五段：总结

通过中医课堂的学习和实践，我发现了中医的美妙和智慧。
中医让我学会了一种不同的看待健康神秘事物的方法，也让
我因此得到了强大的知识和技能。虽然这个学习过程充满的
挑战，但是我渐渐会体会到中医的魅力和愉悦感。无论如何，
中医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领域，在坚持中医理念
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强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创新发展中医学，
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康。

中医课感想篇五

中医学历来重视疾病的预防。“治未病”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黄帝内经》,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是故圣
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
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
乎”，就生动地指出了“治未病”的重要意义。

根据现代医学理论,将人群的健康状态分为三种:

一是健康未病态;

二是欲病未病态;

三是已病未传态。

“治未病”就针对以上三个状态,具有以下作用。

一是未病养生,防病于先:指未患病之前先预防,避免疾病的发
生,这是医学的最高目标,是健康未病态的治疗原则,也是一名
高明医生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在“治未病”的措施方面，
我们主张首选绿色疗法，比如针灸、推拿、中药疗法。深受
人们喜爱的健身项目如太极拳、健身操、瑜伽等就可帮助人
们强身健体，增强体质，药粥、药茶，最好是在明确自身体



质状态的前提下选用，另外健康规律的生活和平和恬淡的心
态也是至关重要的防病措施。

二是欲病施治,防微杜渐:指在疾病无明显症状之前要采取措
施,治病于初始,避免机体的失衡状态继续发展，这是潜病未
病态的治疗原则。中医体质辨识就是通过对病人身心状态的
分析，确认其身体的寒热虚实阴阳偏颇，针对个体体质的特
殊性,积极改善特殊体质,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从而实现对特殊
人群的病因预防,阻止相关疾病的发生。比如一个亚健康的人，
整天疲乏失眠，缺乏热情，通过体质辨识，我们认为他是肝
气郁滞，应当在肝俞、脾俞、太冲、足三里等穴位上给以针
刺、按摩或拔罐等刺激，以疏肝理气，调理脏腑气机，使肝
气得以疏泄，脏腑功能归于平衡，机体恢复健康状态。

三是已病早治,防止传变:指疾病已经存在,要及早诊断,及早
治疗,防其由浅入深,或发生脏腑之间的传变。这是已病未传
态的治疗原则。比如高血压病人，我们要防止其并发心、脑、
肾的改变;中风病人生命体征稳定的同时，要及早治疗他的半
身不遂、语言障碍等。

另外，还有瘥后调摄、防其复发:指疾病初愈正气尚虚,邪气
留恋,机体处于不稳定状态,机体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之时,要
注意调摄,以促进并提早日康复和防止疾病复发。即使是感冒
初愈，病人也要注意避风寒，多休息;而手术后的病人更是气
血两伤，增加饮食营养和适当的康复锻炼是极其重要的。

中医课感想篇六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中医需要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并学习中华文化中丰富的医
学知识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去进行研究。近日，我在中医专
业的学习中收获颇丰。下面我将分享我的中医上课心得体会。

第一段：课堂氛围与教师授课



中医课程师资力量雄厚，课程设置丰富多样，整个学习过程
充满了兴趣与魅力。在课堂上，教师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
专业素养。在授课时，老师兼顾科学性与实用性，采取多种
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感受到课程内在的魅力。同时，老师
对课程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给予我们很多的启发和反
思。

第二段：学术范畴与知识面

中医学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涵盖了许多领域。学生需要
了解术语、知道包括病名、病理学、病因、病机、证候、治
则、药物和配伍的普及性知识，同时要学习中医基本理论、
方剂学和经方学等等各个方面多层次的知识。中医课程的知
识点互相联系，每个部分都需要全面的学习和深入的理解，
这就让这门课程非常复杂和深厚，但也更有收获。

第三段：实践操作与体验诊断

中医学习不仅需要掌握理论知识，也需要学习实践操作。在
学习中医过程中，除了教室课外，还有实践课堂。在实践课
堂上，老师不仅会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巧，还会邀请实践专
家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与应用。在学习中医诊断时，需要
从八个方面进行诊断，包括观察、闻、问、切等，以经过实
践检验的理论实践为基础，帮助学习者深入了解病症的真正
原因与本质。

第四段：思考与反思

中医学学习追求的是理解和思考，不一定是简单的掌握和背
诵。我们需要从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如果我
们仅仅是表面式的学习，不能深入思考可持续性的问题，那
么我们无法真实的理解与应用所学内容，就无法在学习中学
到真正的中医精髓。



第五段：中医学的意义

学习中医学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掌握了中医的知识和技
能，更是理解了传统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并承担着将中医
文化传承下去的责任。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掌握先
进的医学知识，还能够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掌握一种跨学
科的知识领域，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建立一种认真负责的
工作态度。

总之，学习中医是一项长期不断自我挑战和完善的过程，它
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才能使其真正具有实践性和可
持续性。希望通过分享我的中医上课心得体会，能够帮助初
学者更好地掌握中医学的精髓。

中医课感想篇七

作为一名医学生，在长期的中医课程学习中，我深深感受到
了中医学对我们的影响。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展开我的中医课
程心得体会。

第一段：初识中医

在初识中医时，我感到十分陌生。我们的老师讲解了中医的
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但我感到对其中的内涵还不是很了解，
生硬地记忆各种名词却无法想象它们真正的意义。当我开始
学习《黄帝内经》时，书中所述的气、血、津液等概念让我
想起了流行的“平衡”、“能量”的说法，感到中医这一传
统医学几乎包含了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

第二段：中医对身心健康的维护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逐渐理解了中医理论对于身体健康的重
要意义。身体的本质并不是机器，中医将人的身体看作是一
个有机的、可以自我调节的整体。在学习针灸时，我知道了



针刺的“刺痛”实际上是中枢神经兴奋产生的“防御反应”，
而针刺能刺激人体自然免疫系统的增强。当我感到疲劳和心
理疲乏时，用中药调节自己的身体状态，一个人的身体能够
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自疗功能也将被激发。中医对身心健
康的维护，让我意识到了身体健康是需要长期经营和调整的。

第三段：中医的辩证思维

中医课程对我的影响还表现在它的辩证思维方式。中医注重
全面一体化看待问题，舍弃了单一肯定的思维方式。例如中
药药性的热、寒、温、凉是相对的，有时在治疗某些病症时
并非只能用一种药物。课堂上的讨论让我懂得了思维的多样
性，明白了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而是我们需要凭借经验和
理性去判断问题。

第四段：中医文化的魅力

从传统中医文化中精髓深处挖掘，让我们接触到中医文化的
另一面。中国文化中以“离群索居”、“自然之道”为核心
的思想，深沉而神秘。如今，中医文化已成为世界的独特资
源之一。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其中的文化底蕴
和历史渊源，受到中医的文化熏陶，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
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化。

第五段：反思和总结

在这一次中医课程学习中，我深刻感受到中医理论的科学性
和实践性，同时也意识到自然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不同点和互
补关系。通过对中医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我们不仅能够更好
地了解中华文化，也能够更好地为身体健康和生命质量提供
实质性的保障。



中医课感想篇八

作为一名医科大学生，通过实习实践锻炼提高自己的个人医
术和能力，是最重要的。在实习中将自己的医学能力得到最
大限度的发挥，这才是我想要的。在暑假期间我通过关系，
终于找到了一份在中医院实习的机会。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
实习机会，名额只有几人，所以在我听到自己可以去实习的
时候，我极度高兴!

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来到犍为县中医院，带着彷徨与紧张
的心情，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临床护理实践生涯!当我拿着实
习报告踏进中医院的门槛时，心理感到特别激动，因为从今
天开始，我将会以一名白衣天使的身份在医院里见习。时至
今天，实践结束了，原本迷茫与无知，现如今满载而归。

临床的实践是对理论学习阶段的巩固与加强，也是对护理技
能操作的培养和锻炼，同时也是我们就业岗前的最佳训练。
尽管这段时间很短，但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倍感珍
惜这段时间，珍惜每一天的锻炼和自我提高的机会，珍惜与
老师们这段难得的师徒之情。

实践之前，是科教科老师按照我们的需要和上岗要求安排统
一培训，包括：一、了解医院概况简介。二、了解学生管理
的有关规定。三、知道治安管理的一般常识。四、懂得医德
医风教育。五、明白医疗文书的书写。六、掌握有关护理知
识。七、理解院内感染。八、了解手术室的有关知识。其间
科教科的老师还穿插地组织我们到各病房看病历、观看关于
医疗纠纷的专家讲座及急救处理方面的录像，让我们对实际
的临床工作有了初步了解，为正式上岗工作打下了基础。

刚进入病房，总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对于护理的工作处于比
较陌生的状态，也对于自己在这样的新环境中能够做的事还
是没有一种成型的概念。庆幸的是，我们有老师为我们介绍
病房结构，介绍工作，带教老师们的丰富经验，让我们可以



较快地适应医院的护理工作。能够尽快地适应医院环境，为
在医院实践和工作打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应该算的上是实习
阶段的第一个收获：学会适应，学会在新的环境中成长和生
存。

护士的工作是非常繁重与杂乱的，尽管在以前前也有所感悟，
但是真正进入病房后，感触又更深了。的确，护士的活很零
碎，很杂乱，还可以说是很低微，可是透过多数人的不理解，
我们发现，护士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医院不可能没有护士，
这就说明了护士的重要性。医生离不开护士，病人离不开护
士，整个环境都离不开护士。这琐碎的工作，有着完整的体
系，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正因如此，才能发挥
其独到的作用，产生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有了临床的实践，
我们才更全面而深刻的了解护理工作，更具体而详尽的了解
这个行业。进入临床的第二个收获：正确认识护理，树立了
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养成了良好的工作态度。

实践的第一天早上，我早早的来到医院，那时8点交接班还没
开始，我跟着护士帮病人换被单，帮他们量体温等等。到了8
点钟，医生和护士门准时交接班，值夜的医生和护士将昨夜
病人的情况进行报告，然后各个管床医生分别开始查房，我
也跟着他们，认真的听他们如何检查病人和如何询问他们。
看着他们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我的心里不禁充满着崇敬
之情。首先，医生们对病人进行询问，问他们的病症，比如：
有无发热，有无疼痛，饮食如何，排泄是否正常，有无多尿
少尿等等。然后，医生仔细观察病人的体征，有时还做下叩
诊，最后开出医嘱。这时，护士们开始了紧张的比对医嘱，
并且按照医嘱进行取药和进行治疗，护士每隔4小时查一次体
温，并且绘成温度曲线，供医生参考，另外，每隔半小时进
行一次巡房，检查是否有异常情况出现。

下午，医生们为14床的病人开了一个讨论会，我也静静的来
到那里，认真的听他们的讨论，并把要点都记了下来。不知
不觉就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回到宿舍，我总结了今天的



收获和疑问，觉得今天真是过到好充实啊!

我认为到病房实践，接触最多的是病人，了解甚深的是各种
疾病，掌握透彻的是各项基础护理操作。实践的最大及最终
目的是提前培养良好的各项操作技能及提高各种护理工作能
力。所以在带教老师“放手不放眼，放眼不放心”的带教原
则下，我们积极努力的争取每一次的锻炼机会，如导尿术、
床上洗头、床上檫浴、自动洗胃法、静脉输液法等各种基础
护理操作。同时还不断丰富临床理论知识，积极主动地思考
各类问题，对于不懂的问题虚心的向带教老师或其它老师请
教，做好知识笔记。遇到老师没空解答时，我们会在工作之
余查找书籍，以更好的加强理论知识与临床的结合。犍为县
中医院实践科室多数是整体病房，我们所跟的多是主管护士，
跟随老师分管病人的同时，我们会加强病情观察，增进对病
人疾病的了解，同时对病人进行各项健康知识宣教，这样能
锻炼我们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按照医院的要求我们积极主
动地完成了病历的书写，教学查房，讲小课等，这些培养了
我们书写、组织、表达等方面的能力。整体上说，实习期间
的第三个收获，也是最庞大的收获：护理操作技能提高了，
疾病认识水平上升，各项护理工作逐渐熟练，在培养优秀的
职业技能水平同时也培养了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思考，
举一反三。

在医院实践期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以病人的身体健康，疾
病转归为目的，我们严格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所有操
作都严格遵循无菌原则，严格执行“三查七对”。在科室里，
我们都是认真细心的做好各项工作，遵守无菌原则，执行查
对制度，培养着良好的工作方式，这应该算的上是第四个收
获吧，虽不能说很大，却也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收获。

中医课感想篇九

中医院五级中医药师承教育工作总结我院自20xx年10月被确
定为五级师承教育试点单位以来，在县卫生局的关心和指导



下，医院领导重视，创新进取、继承发扬组织管理，落实带
教任务，对推进我院中医药继承与创新、提升中医药整体服
务能力与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将今年的五级师承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医院领导深知师承工作的重要性，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
明确管理部门，确定专人管理。由医务科负责日常的中医药
师承教育工作，围绕师承教育，督导学术继承人跟师笔记、
月记、临床医案、论文、平时考核表和阶段考核表等的完成，
保证了师承工作的顺利开展与进行。

按照《甘肃省中医药师承教育工作带教日志》《甘肃省中医
药师承教育工作月记》的要求,做好每次跟、师随诊或实际操
作记录,及时整理和总结跟师学习心得体会,认真写好月记。
我院跟师学生12名，每位学生每年完成导师临床医案总结24
份，学习心得24篇，跟师笔记96篇。公开发表临床经验的论
文1篇，在省级、市级进行学术交流论文6篇。

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顾燕、王承芳、韩燕、王顺琴、屈小琴、
王晓红，带教日志共完成576篇，其中顾燕在中国保健杂志发
表论文1篇。不断创新师承教育工作，保证继承人在学习期间
学习的连续性。

一是带教老师根据自身的.多年学术经验认真对学生的日志、
临床医案、跟师笔记进行批阅、修正，提出修改意见，指出
辨证或用药的不足，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使学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诊治疾病的能力。

二是开展专题讲座和病案讨论，学生通过整理病案讨论，对
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及预后等都有详细的记录，
真正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

。个别继承人思想上不积极，态度不能始终如一，致使师承



教学时间和继承人学习质量不高。

在抽查或考核中发现有的学生一开始时很认真负责，完成的
跟师材料质量较高，到后期就出现为了完成任务而应付了事，
形成虎头蛇尾的情况。个别学术继承人学习态度不端正等原
因。

1.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和要求，完善教学计划，规范跟师笔
记、月记等材料的书写和整理工作，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

2.落实师承教育既定的优惠措施，提高中医药师承教育指导
老师和继承人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平时考核、阶段考核和年
度考核，提高管理质量。

中医课感想篇十

临沂市中医医院是目前山东省市地级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中医
医院,国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爱婴医院,全省重点中医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临沂市红十字会医院,临沂市创伤
急救中心,又是省级文明单位,山东省100家文明行业示范点之
一、10家文明服务示范医院之一,是鲁南中医、中西医结合的
医疗、急救、康复、科研、教学和技术指导中心。

经过在日照的见习,我在临沂实习的要自在很多,工作流程都
清楚嘛。第一个科是儿科,实习方式是一对一,我的带教老师
是赵长华。赵老师三十五六岁,体格健硕,古铜肤色,一身正气,
很有阳刚之美;在科里嬉笑怒骂,逍遥快活得很。跟着赵老师
最大的好处是他会让你清楚的知道疾病的来龙去脉。每天早
晨查房后,他总会拉着我细致的讲解查房时患者所反应的病情
进展该如何处理,特别是有新来的病号时,他还要带着我仔细
的为患儿查体,有时竟完全放手给我。在儿科实习期间,恰逢
手足口病流行,赵老师还让我专门写了点对这一传染病的总结,
概括述说了本病的发病因素、鉴别诊断、并发症及治疗。在
赵老师的调教下,我基本熟悉了儿科常见病如新生儿黄疸、缺



血缺氧性脑病、上感、小儿肺炎、急慢性肠炎、心肌炎、各
型传染病等的断诊和治疗。

中医中药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有其独有的优势,这一优势在临沂
市中医院的消化科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科里中医氛围浓厚,云
集了医院里的好多名老中医。常见疾病有急慢性胃炎、胃溃
疡、胆囊炎、胰腺炎、急慢性肠炎、病毒性肝炎等。中国人讲
“有病无病,吃饭为证”,中医里讲脾胃乃后天之本,很多时候
身体的不平衡首先会在饮食上表现出来。常见的致病因素有
思虑过度、饮食不当、外感六淫邪气,治疗中多脾胃兼顾,以
恢复脾升胃降的生理功能为基本原则。

针灸推拿可以疏通淤阻的经络,调气活血,并有保健养生的作
用。消化科后我转到针灸推拿科,中医针灸推拿的神奇疗效让
人惊呀,特别是对各型疼痛、颈椎病、腰椎病、中风后遗症及
面瘫等的治疗。针灸科特色明显,疗效确切,已经成为中医院
的特色科室之一。在实习期间,老师给我很多动手针灸的机会。
还记得第一次在很多人面前为患者施针的时候,可能因为太紧
张,竟在同一位置扎了两次才把针扎好。后来每天手不离针,
现在应该不会再有那次的尴尬了吧。

我现在实习的科室是骨科,下个科室是内分泌。小儿科后去的
是普外,学习了基本的缝合与打结,而且在手术台上拉过几次
勾,本以为会害怕手术,可在台上的兴奋感和求知欲把恐惧赶
的不见踪影。现在我已经可以独自熟练的缝合、拆线与换药。
简单的石膏固定也可以做的不错。

现在的我回家经常可以为周围的人解决些小毛病,自觉效果还
好,已经获得不少的信任;现在的我也不再为中西医的矛盾斗
争而劳累,我要做的是可以把病看好的医生,让喜欢理论的去
做理论吧;现在的我找到了学以致用的乐趣。在临沂的这段日
子里,我过得很开心,很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