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医诊断学实践课心得体会(优秀5
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
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医诊断学实践课心得体会篇一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代表，注重综合分析，了解人体在
不同环境下的身体状况，诊断疾病。在学习中医理论的过程
中，我逐渐有了一些心得体会，下面我将和大家分享。

第一段：中医诊断是一门独特的学问

中医学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是因为其对人体的认知和分析
方式与西方医学截然不同。通过中医学的观察和理解，能够
观察到人体内部的气血、阴阳、脉象、舌苔等因素，以识别
病症之处。因此，在中医诊断中，常强调“辨证论治”，即
通过综合分析病情中的多个要素来诊断，并采取相应的治疗
方案。

第二段：精通中医诊断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综合

学习中医诊断需要在知识和经验的综合基础上，进行长期的
实践和锤炼。对于不同的病情，中医学要求医生要有足够的
知识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准确地分析病因、病程、
症状等情况，才能提供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熟能生巧，需
要的是通过不断的实际操作，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技
能。

第三段：中医诊断是一种观察技艺



中医诊断需要注重人体诸多方面的变化。例如，对药物的反
应、脉搏的节律、舌头表面的颜色、形状和质感等都需要仔
细的观察。此外，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眼神、呼吸等，医
生能够推断患者内部的身体状况。这是中医诊断的一个重要
方面，也是中医诊断的一种难点。

第四段：中医诊断专注于食疗

中医讲究食疗，认为食物具有特别的疗效。在中医诊断中，
饮食方面的调整也非常重要。如何根据病情、季节、饮食习
惯等方面为患者制定合适的饮食方案，是中医诊断过程中需
要注意的一点。通过制定合理的饮食方案，可增强患者身体
的吸收能力，促进康复。

第五段：尊重患者的意见和选择

中医诊断过程不是简单的针对病症进行治疗，而是在考虑患
者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因此，在整个治
疗过程中，尊重患者的意见、关注患者的感受和需求，这是
中医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共同的努
力，加速康复过程，取得更好的疗效。

结语：

以上是我在中医诊断学习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了解中医诊断
的原理和运用的技巧是很重要的。在现代社会，中医诊断作
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对于
医生和患者来说，都应该尊重和借鉴中医诊断，以实现更好
的治疗效果。

中医诊断学实践课心得体会篇二

摘要：炎症是临床中常见的多发病症，虽然在古代医学中没
有提到炎症一词，但是根据现代医学中炎症临床表现和全身



反应情况，中医内科有很多疾病都有炎症的存在和表现。

中医强调人体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有机整体，在功能上是相
互协调、相互为用，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充满了朴素的唯
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引起破坏人体相对平衡状态导致疾病的
病因有多种多样，在诊断上讲究望闻问切，以辨证论治为诊
疗依据。

中医诊断学主要包括诊法、诊病、辨证和病案四大部分，中
医诊断学的基本原则有三：整体审察、诊法合参、病证结合，
它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各科之间的桥梁，为中医专业课程
体系中的主要骨干课程。

关键词：中医内科炎症诊断原理标准改进

中医是我国国粹，但是随着世界文化不断融合的大趋势发展，
中医文化越来越缺失，西医因其快捷方便的优势受到越来越
多人的追捧，在治疗上，现代医学首选抗生家进行抗菌消炎、
退热消肿等对症疗法，祖国医学则注重统一整体观念，调整
阴阳，调整脏腑功能，调整气血关系。

根据阴阳气血虚实寒热的不同而采取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的治则.在治疗中应取长补短互相结合，在疾病的急性期，进
行适当的西医治疗，及时控制疾病的发展，使病悄趋于稳定。

1中医内科诊断学的原理及其原则

对于人体疾病的诊断过程是一个认识过程，认识的目的在于
进一步指导实践。

而望、闻、问、切四诊，是认证识病的主要方法。

1.1中医内科诊断学的原理。



人体疾病的病理变化，大都蕴藏于内，仅望其外部的神色，
听其声音，嗅其气味，切其脉候，问其所苦，而没有直接察
病变的所在，为什么能判断出其病的本质呢?其原理就在
于“从外知内”亦即“司外揣内”。

“视其外应，测知其内”，“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这是
前人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方法。

我国先秦的`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许多事物的表里之间都存在
着相应的确定性联系。

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事物都与周围事物发生一定联系，
如果不能直接认识某一事物，可以通过研究与之有关的其它
事物，间接地把握或推知这一事物。

同样，机体外部的表征与体内的生理功能必然有着相应关系。

通过体外的表征，一定可以把握人体内部的变化规律。

脏腑受邪发生病理变化必然会表现在外。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一定的、相应的外在病形，即表现于
外的症状、体征、舌象和脉象。

1.2中医诊断学的原则。

1.2.1审察内外，整体察病。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

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在脏腑与外在体表、四肢、五官是
统一的;而整个机体与外界环境也是统一的，人体一理发生病
变，局部可以影响全身，全身病变也可反映于某一局部。

同时，疾病的发展也与气候及外在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在诊察疾病时，首先要把患者的局病看成是患者整体
的病变，既要审察其外，又要审察其内，还要把患者与自然
环境结合起来加以审察，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

1.2.2辨证求因，审因论治。

辩证求因，就是在审察内外以及整体察病的基础上，根据患
者一系列的具体表现，加以分析综合，求得疾病的本质和症
结所在，从而审因论治。

1.2.3四诊合参，从病辨证。

从病辨证，是通过四诊合参，在确诊疾病的基础上进行辨证，
包括病名诊断和证候辨别两个方面。

这里，要弄清病(病名)、证(证候)、症(症状)三者的概念与
关系。

病是对病症的表现特点与病情变化规律的概括。

而证，即证候，则是对病变发展某一阶段病人所表现出一系
列症状进行分析、归纳、综合，所得出的有关病因、病性、
病位等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概括。

中医诊断学实践课心得体会篇三

中医诊断是中医学的基本功，也是中医治疗的前提条件。在
长时间的临床实践中，我认真观察、细致询问、综合分析病
情，不断积累了一些经验和体会，下面就中医诊断谈谈我的
感悟。

二、中医诊断的思路

中医诊断的基本思路是辨证论治，即“不以疾病名称论治，



而以症状表现来确定病因病机与治疗方案”。辨证是中医诊
断的重要环节，是将各种症状整合在一起，从病因、病位、
病机、病行、证型五个方面进行辨别，找出病因。如通过分
析病人的舌苔、脉象、精神、语言行为和体位等，了解病情
的一般情况，再将其与中医病证分型的基础知识作结合，深
入分析病因，从而明确病症。辨证之后，还需要根据辨证结
果，研究治疗原则，为下一步治疗奠定基础。

三、中医诊断的注意点

中医诊断的重要环节有很多，观察病人的舌苔、脉象、精神、
语言行为和体位是其中之一，这是病人与医生沟通交流的主
要方式。舌苔是一种对众多疾病起到重要提示作用的地方，
而脉象又是中医辨证的重要依据。而精神、语言行为和体位
则可以让医生了解病人的疾病状况，是否存在其他习惯性症
状。在诊断过程中，一定要耐心细致，反复询问，不放过任
何一个细节，才能发现问题的“关键点”，提高诊断的准确
性。

四、中医诊断的实践体会

在临床实践中，中医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效果是密不可分的。
很多时候，病人在面对疾病时，情绪会起伏不定，这就需要
医生以及时的沟通方式安抚病人，使其情绪稳定下来，以便
更好地了解病情。同时，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对症状进
行综合分析。有些病人诉说的症状相同，但由于不同人的病
因病机不同，因此治疗也不同。经过反复观察和反复辨证，
遵循中医学的思路，编制合理的处方，治疗效果会大大提高。

五、总结

中医诊断是一项需要长时间锻炼和实践的技术，提高诊断准
确性需要多加练习，遇到不同的病例，需要找到问题的“关
键点”，做到心中有数，把握诊断方向。与此同时，也需要



有耐心、责任心和爱心，医生需要以温暖的态度去接受每一
个病人，为病人提供全面的治疗服务，效果才会更加明显，
达到对患者的综合治疗的目的。只有不断总结中医诊断的经
验和体会，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中医诊断学实践课心得体会篇四

1、诊断尚不明确的急性脊柱损伤伴有脊髓症状的病人。

2、急性软组织损伤且局部肿胀严重的患者(比如急性脚扭伤)。

3、可疑或已经明确诊断有骨关节或软组织肿瘤的患者。

4、骨关节结核、骨髓炎、老年性骨质疏松症等骨病患者。

5、有严重心、脑、肺疾患的患者。

6、有出血倾向的血液病患者。

7、局部有皮肤破损或皮肤病的患者。

8、妊娠3个月以上的孕妇。

9、有精神疾病且又不能和医者合作的患者。

10、各种肘关节疾病以及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期亦不宜按摩。

猜您感兴趣：

1.推拿按摩的方法

2.推拿按摩教程的养生视频

3.手臂按摩方法



4.按摩推拿学习心得体会

5.按摩和推拿的区别

6.缓解紧张的按摩穴位方法

中医诊断学实践课心得体会篇五

对于中医推拿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但事实上这种方式已
经成为很多人选择的一种养生保健，而且帮助自己缓解一些
病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的皮肤呼吸增加汗
腺的排泄功能，而且促进血液循环，，中医推拿给我们的身
体保健是可以带来很大的功效的，下面我们就详细的去了解
一下。

想要更好的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做好养生保健功效并不一
定，需要你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或使用各种各样的保健工具，
其实在生活当中通科学健康的推拿方式，同样可以起到很精
细的养生保健作用。

推拿对局部组织的作用，据观察，直接接触肌肤操作的摩擦
类手法，可以清除衰亡的上皮细胞，改善皮肤呼吸，有利于
汗腺和皮脂腺的分泌，增强皮肤光泽和弹性强刺激手法，可
引起部分细胞蛋白质分解，产生组织胺和类组织胺物质，加
上手法的机械能转化为热能的综合作用，促使毛细血管扩张，
增强局部皮肤肌肉的营养供应，使肌萎缩得以改善，损害的
组织促进修复。

在家兔的两侧膝关节内注射墨汁，并对一侧膝关节进行推拿，
发现推拿后一侧关节内的墨汁已移向远处，未经推拿一侧关
节内的墨汁依然大部分存留)。由于病变部位血液循环和淋巴
循环的改善，加速了水肿和病变产物的吸收，使肿胀挛缩消
除牵拉、弹拨、整复等一些手法，如运动关节类手法，可解
除软组织的痉挛、粘连、嵌顿和错位。



通过神经、体液，局部操作的推拿手法能对整体和其它组织
产生作用。推拿能调整神经系统兴奋和抑制的相对平衡。缓
和较轻而又节律的手法，反复刺激，对神经有镇静抑制的作
用。急速较重、时间较短的手法，对神经有兴奋的作用。有
人观察推拿后脑电图变化，见a波振幅增大，而且振幅增大的
时间延续，这个现象可能是推拿后引起内抑制的发展所致。
根据脊髓节段反射，推拿颈部，可以调节上肢及脑内血液循
环，降低颅内压，并有降低血压的作用。

按压缺盆穴处的交感神经星状结节，可发生瞳孔扩大，血管
舒张，同侧肢体皮肤温度增高推拿下腹部及大腿内侧，可引
起膀胱收缩而排尿，治疗尿潴留推拿腹部可促进胃肠蠕动和
消化腺分泌。

上面就是关于中医推拿的好处介绍，可能很多人看了这些介
绍之后都会产生非常大的质疑吧，原来推拿还有这样神奇的
作用不仅可以缓解一些疾病，还能够预防和治疗疾病，所以
说，该更加全面的去认识中医推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