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医学心得体会 党校学医心得体
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接下来我就给大
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医学心得体会篇一

党校学医是基于医学文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
旨在加强党员干部的健康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其社会服务
能力和责任感。党校学医涉及生命科学、防疫医学、医学伦
理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既拓宽了党员干部的学识面，也为其
提供了更多服务群众的途径和方法。

第二段：谈谈在党校学医中所获得的收获

在党校学医的过程中，我不仅加深了对医学的认知，也更加
深了对健康生活的理解和重视。通过学习医学基础、卫生常
识以及流行病学、中医药学等知识，我不仅拓展了知识面，
也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日常保健方法。此外，通
过体验患者就诊、医生诊疗等情景化演练，我更加了解了医
疗服务的重要性和难度，对医务工作者的付出和贡献有了更
深刻的感受。

第三段：谈论在党校学医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党校学医过程中，我也面对了一些困难和挑战。比如医学术
语的理解和运用、复杂病例的分析和处理等，对我来说都是
较大的考验。同时，党校学习对时间、精力等方面的要求也
比较高，需要需要调整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计划。此外，药物
学、医疗伦理等与法规相关的知识尤为重要，需要我们保持



警惕性和责任感，防止出现不当行为。

第四段：谈谈党校学医在职责方面带给我的启示和影响

党校学医的学习让我重新认识了作为党员干部的责任与使命，
感受到了党员干部应有的高度纪律性和廉洁自律意识，也进
一步培养了服务他人和表现领导者特质的能力。从医学知识
到敬畏生命，从对生命的尊重到实践核心价值观，皆是在学
习中得到了深刻的了解和领会。

第五段：谈论今后在实践中应落实的主要思想

党校学医虽然带来了一些挑战和困难，但无疑是对我个人和
党员干部群体都是一次重大的思想教育和精神充电，其受益
不胜枚举。今后在实践中，我会秉持严谨、负责的态度，在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党员
责任的光荣使命，不断提高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为推动和
谐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医学心得体会篇二

学医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对于我而言，选择学医是一次决定
性的抉择。通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学医的收
获和心得。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在学医过程中所获得
的体会，希望能够激励更多有志于此的人。

第二段：责任与使命

学医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使命。当我第一次跟随医
师进行实习时，我被他们的认真负责所感动。无论是早上的
望诊、查房，还是晚上的加班抢救，医生们总是全情投入，
以患者的健康和生命为重。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深深地触动
了我，让我明白了作为一名医生，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更
需要有一颗热爱和关怀他人的心。



第三段：专业知识与技能

学医的过程是艰辛的，需要学习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然
而，通过努力和毅力，我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在学习解
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基础医学课程时，我深入了解人体
的构造和功能，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疾病的本质和发展过程。
在学习临床医学时，我通过实习经验获得了更多实际操作的
机会，从根本上提高了自己的技能水平。这些专业知识和技
能的积累使我能够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和护理，让
我感到满足和充实。

第四段：人文关怀与患者沟通

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学医还需要具备人文关怀和良好的沟
通能力。在与患者接触的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医者的技艺
和医德是相辅相成的。患者来到医院最需要的是医生的关怀
和安慰，所以我要在患者面前表现出耐心和同理心。通过与
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我可以更准确地了解他们的病情和需
求，并才能更好地制定治疗方案。而且，与患者建立起良好
的信任关系，对于病情诊断和治疗的顺利进行也至关重要。

第五段：学医的价值与成就

学医是一条充满挑战和辛苦的道路，但它也是一份充实和充
满成就感的事业。当我看到患者经过我的治疗康复出院，或
者当我能亲眼目睹一名重病患者因为我所做的手术而重新获
得新生，这种成就感是无法言喻的。此外，学医也是一个不
断学习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和持续教育，我
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不断成长和进步。这种成
就感和持续的进步激励着我，让我对学医的选择感到非常自
豪。

总结：



学医并不仅仅是一个职业选择，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念。通过学医，我体会到责任与使命，不断提高专业知识和
技能，学会人文关怀和患者沟通，同时也获得了很多成就和
满足感。学医之路上或许充满了艰辛和困难，但只有付出，
才能收获更多。学医真正的收获在于改变他人的生命，并在
这个过程中自我成长和进步。

医学心得体会篇三

4月12日，结束了在草堂病区内三的实习。对那里有很多的不
舍!忘不了那里优美的环境，忘不了那里老师们的细心指导，
忘不了那里可爱的护工阿姨，更忘不了那里亲切的病人
们……离开科室的最后一天，与病人家属们道了再见，愿他
们可以早日康复后出院。他们也祝我将后的工作一帆风顺，
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护士。只是很简单的一些话语，却很窝
心，非常的高兴。由于内三的工作一直比较繁忙，所以学习
的东西很多，熟练了护理操作的各个过程，学会了怎样与病
人搞好关系，做老师的小帮手和怎样独自操作，很适应那样
的工作环境。

特别的学会了用避光罩及微量泵输入硝普钠的操作方法。输
液操作时，在排液过程中要做到准确、快捷，及时排尽空气，
尽快密封好输液器，准确地给患者输上液体，把暴露部分用
避光罩和被子盖严，防止漏光。微量泵输入硝普钠是治疗高
血压病急性心力衰竭的有效治疗方法，严格完善的护理措施，
有效的提高了抢救成功率和促进患者的康复。

4月13日，我们集体转科，都回到了省医院本部，实习的第二
个科室是肿瘤一。光听科室名字就让人毛骨耸然，因为这里
都是患有癌症的病人，病情一定就比较严重，就算是外行人
都知道，肿瘤科的病人不免会有一些放、化疗。化疗药物对
人体的危害很大，光是呼吸道就会有所传播，要是将药液不
慎溅入眼内或与皮肤直接接触，受到低剂量药物的影响，可
导致诱变性、染色体畸变，具有致癌、致畸及脏器损害等潜



在的危险，通常明显的会有白细胞减少，脱发，月经异常等
症状的发生。回到家里，我特地上网查找了这一方面的知识，
了解了及时处理的措施与如何自护。化疗药物的配制要在专
门的机器操作台上进行，以免溅出的液体和粉末在空气里传
播。在配制前要戴一次性口罩，防止由呼吸道吸入;穿防护衣，
戴一次性手套和橡胶手套，戴一次性帽子，都是对自己的保
护。操作完后要将所有的医疗垃圾用黄色的口袋装在一起，
并打上死结，然后认真的洗手。在加药与药液输完后拔针都
要戴上手套，尽量减少对化疗药的不必要接触。在肿瘤科最
常见的就是picc(外周中心静脉导管)，这样可以避免药液的外
渗，安全性好，操作简单，有效留置的时间可长达一年。

初来肿瘤科依然是个不习惯的开始，在自己刻意去适应的过
程中，也遇到了很多不快乐的事情。这里的病人有的是术后
等待康复的，而有的却是在等待死亡一天天的临近。因为相
比内科，肿瘤科的病患病情较重，所以病人自己的病痛也相
对比较严重，甚至难以忍受，自然他们的心情、情绪也不是
很好。对于我们实习护士来说，一开始的确难以适应，不能
很好的理解病人们的暴躁心情，也很不能忍受他们的“娇生
惯养”。但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也逐渐能理解病人的
病痛以及家属的担忧，再设身处地的想想，真是不能让人接
受。癌症!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多么可怕的两个字啊!它都可以与
“无可救药”画上等号。我们能做的，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还可以给予病人以希望，带着一种充满希望的心情去做事情，
让病人更多看到我们积极的一面。

医学心得体会篇四

当今社会很浮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多沟通，才能最大
限度避免悲剧的发生。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大
学医患沟通心得体会的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为了更好地为客人服务，诊所规定每天早晨九点十分到十点
是早培训时间。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做医患沟通的培训，每天
选一位客人一位医生一位护士，模拟真实的医患沟通的场景
进行演练，每个人都要参加，学习优点指出不足。

每天接待客人和配合医生，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自从参加
了医患沟通的培训之后，我觉得接待患者不只是把客人带到
诊室准备物品那么简单，怎么做才能为客人提供周到的服务，
怎么做才能给客人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怎么做才能让客人
放松，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协助医生做好诊疗等等很多问题需
要我们去想去做。每次参加完培训，我会把大家讨论的需要
注意和改进的地方记下来，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经过一段
时间的改进，我觉得自己现在接待客人与客人聊天比以前更
自然，也比以前更自信。

以前到前台请客人不做自我介绍，很多时候客人想叫你，也
只是说护士小姐，感觉就是有距离感，现在去请客人先向客
人做自我介绍，展现自己的自信同时客人也能称呼你的名字，
感觉更亲切了。很多客人来看牙，其实是很紧张的，因为不
知道牙齿有什么问题，心里很不安，这个时候给他们一个亲
切的笑脸，可以缓解他们心中的紧张，拉近彼此的距离，也
可以方便接下来的问诊。请客人进诊室的路上，可以介绍一
下诊室的环境，有的人怕冷有的人怕热，进入诊室可以问一
下诊室的温度是否合适，有的客人第一次看牙医，坐到牙椅
上紧张，可以帮助他们坐牙椅，主动为他们垫个靠垫，坐得
舒服了，就不会那么紧张了。问一下客人的就诊目的，细心
听他们讲牙齿情况，然后为他们介绍一下看诊医生，这个医
生擅长的技术，请客人稍候，去请医生。向医生说明客人的
就诊目的，医生进入诊室，为客人介绍医生，这样医生和客
人都对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缩短彼此的距离，接下来认真
听医生和客人沟通，准备需要的物品。在这个过程中适时给
客人鼓励和赞美，让他们慢慢接受你。

很多时候不是客人不重视自己的牙齿，而是以前看牙的经历



不太好，没有勇气看牙医，耽误了牙齿的治疗，到了不得不
治的时候，精神上痛苦，经济上昂贵。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
力，让更多的国内的客人可以像欧美客人那样轻松看牙，享
受看牙的过程，每年检查两次牙齿，洗两次牙，牙齿健康，
费用便宜，不再烦恼看牙贵。

常言道，“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为了构建
和谐的医患关系，我院从从10月18日至11月30日开展了“沟
通月”活动，并提出了活动主题口号——“沟通无处不在，
沟通从心开始”，把对病人的尊重、理解和人文关怀体现在
从患者入院到出院的医疗服务全过程中。

一、基本概况

一个月来，全院除了悬挂主题口号的横幅外，营造出浓厚的
活动气氛;开办讲座，进行医患沟通培训;各科室结合各自的
具体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自的沟通口号。全院共有24
名员工结合工作实际，撰写并提交了沟通心得;各科主任、护
士长、科室负责人与所属员工进行面对面沟通100余人次;住
院两天以上的病人对所在科室科主任、护士长、管床医师、
责任护士知晓率达80%以上;外科护士长更是身先士卒，员工
踊跃参与。他们对病人的沟通不是搞形式，走过场，而是切
切实实地倾听他们的心声，扎扎实实地解决他们的困苦，所
以每次检查病人对科室科主任、护士长、管床医师、责任护
士知晓率不仅达90%以上，更有赞不绝口的褒奖。通过“沟通
月”活动的开展，达到了科室与科室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
医护与患者之间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的新型伙伴关系、
医患关系，维护了患者切身利益，增强了医护人员的责任意
识和法律意识，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确保了医疗安全，涌
现出了外科为主的明星沟通团队，王丽亚、张梅贞、邹建国、
吴美亚、陈杏珍等一批“沟通明星”。

二、基本做法



通过这次沟通活动，结合平时工作体会，我们总结出一些行
之有效的做法。

(一)、沟通方法

1、预防为主的沟通：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如发现可能出现问
题苗头的病人，立即将其作为重点沟通对象，针对性的进行
沟通。如内科病区护士长徐重萍经常在早、晚交班时将值班
中发现的可能出现问题的患者和事件作为重要内容进行交班，
使下一班医护人员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地做好沟通与交
流工作。

2、交换沟通者：如责任医师与患者或家属沟通有困难或有障
碍时，另换其他医护人员或上级医师、科主任与其进行沟通。
急诊科就经常接诊一些急性酒精中毒的患者，这些病人往往
有两个特点，一是情绪难以控制，二是陪伴者也是激动型的
人，当接诊医生与他们沟通陷入僵局时，交换一下沟通者往
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书面沟通：对丧失语言能力或需进行某些特殊检查、治疗、
重大手术的患者，患者或家属不配合或不理解医疗行为的、
或一些特殊的患者，当采用书面形式进行沟通。

4、集体沟通：当下级医生对某种疾病的解释不肯定时，先请
示上级医师或与上级医师一同集体沟通。内二科对一些危重
病、疑难病人特别是诊断心肌梗死的病人往往采取集体沟通
的形式，给病人亲属留下一个非常重视的印象。

5、协调统一后沟通：诊断不明或疾病病情恶化时，在沟通前，
医生与医生之间，医生与护士之间，护士与护士之间相互讨
论，统一认识后由上级医师对家属进行解释，避免使病人或
家属产生不信任和疑虑的心理。

(二)沟通技巧



与患者或家属沟通时应体现尊重对方，耐心倾听对方的倾诉，
同情患者的病情，愿为患者奉献爱心的姿态，并本着诚信的
原则，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一个”技巧。多听病人或家属说几句，尽量让病人和家属
宣泄和倾诉，对患者的病情尽可能作出准确解释。

“二个”掌握。掌握病情、检查结果和治疗情况;掌握患者医
疗费用情况及患者、家属的社会心理状况。

“三个”留意。留意沟通对象的教育程度、情绪状态及对沟
通的感受;留意沟通对象对病情的认知程度和期望值;留意自
身的情绪反应，学会自我控制。

“四个”避免。病员服务中心可以说是我院接待医疗投诉的
第一站。在接待工作中，邹建国同志总结出一套有效的办法
就是“四个”避免——避免使用刺激对方情绪的语气、语调、
语句;避免压抑对方情绪、刻意改变对方的观点;避免过多使
用对方不易听懂的专业词汇;避免强求对方立即接受医生的意
见和事实。

三、沟通无止尽

“沟通月”作为一次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沟通作为我们工作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永无止尽的。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
与病人的沟通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很多隐患，绝不是通过一次
“沟通月”活动就能一劳永逸、高枕无忧的。我们极少数同
志接到病人的检查申请单看也不看，而是凭“想当然”地就
给病人做检查，其结果是指东为西、指鹿为马，最终导致张
冠李戴、南辕北辙。这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工作
态度问题。我们要以这次“沟通月”活动为契机，既看到我
们取得的成绩，也要看到我们的不足，使每位员工充分认识
到加强沟通的重要性，并把这种认识转化成搞好沟通的自觉
行动。



医患沟通是现代医院医护人员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技能。在
医学科学不断进步的今天，尤其在医患双方医疗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下，服务是医疗市场竞争的重要筹码。医护人员对患
者的人文关怀、尊重、沟通就是影响服务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建立良好的医患沟通制度可以缓解医患关系，增加医患间的
信任、保证医患双方的利益，全面提高医疗质量，增加医院
的综合竞争力。

通过这次观看医患沟通的视频，我对医患沟通的重要性有了
更进一步的理解。首先医患沟通是医患之间不可缺少的交流，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保证医疗服务高质量的基础,而医患沟通是
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前提。医患沟通是贯穿于整个医疗活动
过程中，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医院服务质量的特殊的人际交
往过程。其次医方通过与患者的沟通，了解到与疾病有关的
全部信息，才能够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医患之间良好的
沟通，，还可以减少不当医疗行为的发生。例如患者体质上
的特殊情况，只有患者自己最清楚，而有些特殊情况医务人
员可能检查不出来。如患者药物过敏情况，如果医务人员在
询问病史时没有深入地了解，而使用了不应该使用的药物而
发生了过敏反应，则会发生不当的医疗行为。

同时由于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定的不平
等性，医务人员掌握医学知识和技能，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
导地位。患者相对于医务人员来讲，缺少医学知识，主要是
在医务人员的安排下接受治疗，解除自身的病痛，所以处于
一定的被动和服从地位。因此，医务人员应加强与患者的沟
通，才能满足患者对医疗信息的需要。

者家属沟通困难时，另换一位医生或主任与患方沟通;当医生
不能与某位患者家属沟通时，可以换一位知识层面高一点的
患者家属沟通，让这位家属去说服其他家属。

总之，在医疗工作中，医护人员需要不断地加强自身全面素
质的提高，掌握沟通的艺术，努力为患者营造一个舒适、安



静、安全、自信的环境。同时对患者提出的各种各样问题应
该耐心解释，切忌大声呵斥、简单粗鲁，敷衍了事。医护人
员如能和患者沟通的非常融洽，不但可为治疗疾病提供信息，
促进疾病的好转，提高疾病的治愈率，更重要的还能及时化
解医患之间的误解和矛盾，减少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的发生。

医学心得体会篇五

进入大学医学院的第一堂“中医基础”课，老师讲到了《伤
寒杂病论》中的“妇人病膏肓之证”，第一次接触到了古代
医学文献。当时的我并没有感到特别兴奋，只是觉得这是一
种需要看懂的学术性文字。不过当老师开始解释其中的医学
思想和临床应用时，我才开始觉得古文医书也是一种非常有
趣和有用的东西。

第二段：语言奇特

与现代文献相比，古文医书的字词用法和表达方式更为奇特。
不仅分布着大量的生僻字、专有名词和古时用语，而且常常
使用句式反复，语言繁复。当初读《黄帝内经》时，我曾为
其反复出现的“不可不究也”、“不可不学也”而感到困惑。
但从课堂上老师的解读中，我才明白这些句式背后所隐藏的
丰富内涵。这也增强了我学习古文医书的热情。

第三段：理解难度大

古文医书的牛头不对马嘴、字面意思和实际意图不符等情况
时有发生，这对我们的理解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此外，我们
也缺乏古代汉字的使用经验，一些生僻字和极其简化的字形
也使得我们阅读古文医书时更为费劲。但当我们凭着耐心和
努力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精髓时，那种喜悦和成就感也是无以
言表的。



第四段：把握医学精髓

古文医书作为医学文献，其中所蕴含的医学思想和实践精髓
是我们现代医学不能忽视的。理解古文医书需要我们的思维
方式也要发生改变，我们要多用想象的力量，同时增强自己
的修养，加强对古代文化、历史环境的了解，透彻理解医学
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其中所体现的医学精髓。

第五段：加强医学学习

对于每一位医学学子来说，掌握古文医书的能力是非常重要
的。在医学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难以用现代医学理
论解释和治疗的疾病，这时候人们往往会回到古代医学手段
中去探寻解决方法。当然，学习古文医书并不是短时间内就
能完成的事情，需要我们的长期努力和耐心。但这种努力与
收获相比，绝对是相等甚至更加丰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