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医读书心得体会(汇总8篇)
学习心得是对学习过程中的收获和困惑进行整理和总结的一
种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以下是
小编精心为大家收集的实习心得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中医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名老中医之路》拿到手已经读了不止一遍。汤夜班第一节
课前读的那一遍，犹如读小说。走马观花，很快就读完了。
合上书，除了感慨学医不易，感慨老先生们不懈追求的精神
外，没有太多的感受。学至中期，再读第二遍。开卷之后，
字字句句读起来多了许多亲切。喜欢读书中讲到的医案，更
多次被老先生的学医、行医之路深深感动。

如今，再次读来又是别有一番感觉了。这一次读，每一篇都
字字句句的细读。最喜欢读书中的医案，但最受益的是老先
生们中肯介绍的治学方法，最启迪我的是他们踏实、恒久、
的求索、为学精神!

关于学习方法，老先生们无一例外都强调要勤奋读书、善于
思考、临证求变。初看起来，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为什么
大家都在强调这些?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这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不二法门。经过前面十节课的学习，我觉得任应秋先生总结
的方法比较适合现阶段的学习。任先生用大量的篇幅，仔细
介绍了"精读、勤写、深思、善记"这八字箴言。

精读：强调细读经典，不放过任何一处疑问，做到深入理解。
碰到问题时去查阅其它书目，务必做到吃透原著。现阶段老
师给我们列了许多参考书目，打算结合自身情况选取一本进
行精读，在深入阅读的过程发现问题。

勤写：勤写的好处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和工作之初，我都体会



很深。通过勤写，我曾经快速且较为深入的掌握了学习的对
象。但这些年写的很少，阅读一度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
其实写笔记不仅帮助记忆，更是加深理解、梳理思路的好方
法。任老先生不惜笔墨的仔细介绍了他写读书比较的常用方
法：概况和缩写;纲要笔记;摘记;综合笔记;心得笔记。其中
摘记介绍的非常仔细，详细的介绍了具体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读至此处不禁深深感动!这是怎样严谨的科学精神啊!

深思：我理解这里的深思和邢老师强调的独立思考是一样的。
虽然现阶段还达不到质疑的水平，但至少要做到不放过每一
个疑问点，把碰到的概念都一一搞清楚，不能似是而非。

善记：现在我的记忆力和年轻时相比差了许多，如何记忆是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任老总结的方法很实在。在学校读书的
时候，许多方法也都曾实践过，很有效。今后要重捡这些法
宝，有效地运用在后续的学习中。

除了学习方法，老先生们学习中医的精神更是给了我莫大的
启迪。最近几个月，工作项目进度很紧，工作压力很大，经
常加班。家里孩子小，琐琐碎碎的事情也很多。后面几次课
虽然都按时参加了，但课后几乎没有时间复习总结。学习的
效果也明显差了许多。自责之余，对学习中医的信心也产生
了一些动摇。这时，看一位位老先生走过的中医之路，给了
我非常大的启发。许多老先生学医之初大多为生活所困，也
是一边谋生一边学习。岳美中先生早年也是边教私塾边读书;
李聪甫先生则是在艰苦的学徒间隙读书学习…岳美中先生成
名之后，仍然严格要求自己。在六十多岁的年纪，还要求自
己："要有恒、要专一、戒玩嬉、节嗜好"。其中"戒玩嬉"让
我深感动容。岳先生的戒玩嬉指：忌看小说;非星期不着棋，
不赋诗;非有应酬不看戏。从岳先生的行文看得出先生的诗赋
才情很好，把自己平生的爱好都列入所戒之列，这又是怎样
的为学精神!虽然今生也不可能成为岳先生那样的名医，但若
能够以这样的精神去努力，踏踏实实的一路走下去，也算是
一生的大收获了!



中医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体系深厚，
医学知识广博，古往今来影响深远。学习中医需要对中华文
化有深入了解，需要投身到对医学知识的细致学习中。个人
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体会颇深，下面将对其中的感悟和思
考进行分享。

第二段：精进学业

中医的学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需要悉心研
读经典，掌握熟练的技艺。只有丰富的学习经验才能对疾病
有更多的见解，并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治疗方案。在学习
的过程中，需要克服病痛困扰，克制内心的焦虑与浮躁，虚
心接受他人的建议和批评。只有这样，我们的学习才能更加
深入，收获的成果也才更为丰实。

第三段：打破界限，寻找新的领域

中医学是一门广泛的涵盖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而现代
医学也对中医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究。中西医的结合不
仅能够更好地治疗疾病，更能使医学治疗达到更大化的效果。
我们需要学习现代医学专业知识，了解一些生理、病理等方
面的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把中西医融合，对众多疾病有针
对性的医疗效果。

第四段：探索中医文化内涵

中医文化底蕴深厚，它的内涵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医术，更
是集中体现了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和文化价值。学习中医的
同时，也要去探索其中的文化内涵。比如，基于天人合一的
整体观念，强调个体与社会协和统一的生命观念等等。这些
思想观念体现了中医学治疗思想的独特性，指引着人们如何
看待身体、生命，如何理解世界万物的本质。通过探索中医



文化内涵，可以更好地增加自身文化素养，提高医学研究深
度和广度。

第五段：思考中医未来

中医文化尤其是中医理论的未来发展各不相同，其中有付诸
实践的，有被国家正式采纳的，有被世界认可的，也有遭到
质疑的。未来，中医需要不断拓展应用领域，提高学科内涵，
推动与现代医学的结合，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有更好融合。
这个过程中，需要有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的优秀中
医人才的投身，需要有更多的支持与关注，以此推动中医在
全球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

结语

中医不只是一门医学知识，它内涵丰富，具备很高的科学性
和实践性，同时也别具一格的文化价值。在学习中医的过程
中，我们不仅能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护航，更能领略到人
文精神与医学技艺相辅相成的新境界。未来的中医道路仍然
漫长，需要大家共同前行，勇攀高峰，共筑中医学科的辉煌
时代！

中医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中医作为中国特色的传统医学，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与演进，
已经成为中国人传统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回顾中医
的历史和现状，不难发现现代医学分支体系的发展，中医学
派的传承，乃至中医理论的应用都离不开对中医医学文献的
学习和研究。本文作者于大学时期修习中医学专业，另外，
本人也对中医相关经典文献进行研习，今日分享一下自己的
中医读书心得体会。

第二段：期待



读书是很需要技巧和心态调整的。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难
度较大、枯燥无味的学习材料，往往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也
没能理解其中的含义。这时候如果我们心态不好，难免会有
厌倦、烦躁等情绪。我选择了把读书当成一次旅程，每次看
到一个松散的线索，我就跟着这个线索做一个旅游计划，然
后去到那个课程中——想象并感受那个地方的历史、环境、
时间、温度、声音、气味……这样，读书就成了一件愉悦的
事情。学习中医就如同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域，期待着在其深
挖探究中发现一些新奇的事物。

第三段：挑战

中医学的学习需要记忆大量的案例和病历，掌握一些奇妙的
配方和方剂。而初学中医学的同学易出现百无聊赖的状况，
情绪容易波动，进而影响了心态，整个学习过程随之受阻。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怎样才能快速系统地理解中医的各种
方剂、方证、中草药与治疗方式呢？在我看来，记忆与理解
是一体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这些有关联的知识在脑海中沉
淀、分类、整理。久而久之，不仅能够快速记忆，而且能逐
渐形成系统化的认识。

第四段：桥梁

中医学不同于现代医学，它更加关注整体上的平衡。中医学
所涉及的重要内容涉及到人的身体、心理、环境、社会文化
等各方面问题，这也是和现代医学最大的区别。在中医学中，
有许多经典的文献作品，其中《内经》、《伤寒杂病论》、
《金匮要略》等经典更是被公认为中华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些经典著作是中医三大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阅
读这些历史文献能够给中医学者们带来很大的启发。

第五段：总结

读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扩展自己的视野，而且能获得



新的思维方法和工具。通过读中医相关经典文献，我们能够
加强对中医概念和体系的理解，更好地深入探究中医学的基
本理论和技术要领。当然，中医学是一门经验学科，我们还
需在研究中践行实践，实现实用价值，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经
验不断改进和完善。总之，在学习中国传统中医文化中，我
们不仅能够学到很多的中医理论和诊疗技巧，还能更好地理
解中医的精髓，让我们更好的尊重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医
健康传统，推动中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和推广。

中医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中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代表，在现代医学中的地位也日益
凸显。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医，我决定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知
识。这次学习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医并非神秘莫测的东西，
只要认真学习，就一定能够掌握它的精髓。

二、学习中医需要细心和耐心

中医是一门比较复杂的学问，对学习者的细心和耐心要求都
比较高。首先，中医理论中涉及到非常多的名词术语。这些
术语不仅需要背诵，还需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其次，中
医的学习还离不开一些实际操作，例如望、闻、问、切等。
这些操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次实践才能熟悉并掌握。
细心和耐心，是学习中医必不可少的品质。

三、中医同样重视个体差异

与现代医学不同的是，中医不仅重视病因的治疗，而且更注
重个体差异。中医认为每个人的身体构造、气质、习惯等都
有所不同，因此采取的治疗方法也要因人而异。在学习中医
的过程中，我也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诊断时需要考虑到
许多不同的因素，例如舌苔、脉象、汗出情况等等。只有全
面考虑病人的实际情况，才能够准确地判断病因，从而制定
出切合个体的治疗方案。



四、中医注重调理和预防

中医强调的是“治未病”，也就是通过调理和预防，提高身
体的免疫力，预防病症的发生。中医认为，人体内部的各种
器官和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如果一个器官或系统出了问
题，就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健康。因此，在平时生活中，我
们需要注意饮食习惯、作息时间、心态调节等方面，从而预
防一些常见的疾病。这也是中医强调的“治未病”思想的具
体体现。

五、结语

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中医并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
只要认真学习，就一定能够掌握它的精髓。中医注重个体差
异，重视调理和预防，这些思想也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多留意。
华佗曾说：“医道之本在于四字：审阴阳，辨虚实。”经过
这次学习，我相信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医的精髓，并能在未来
的生活中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健康。

中医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仅仅作为一个文本，医药学家李时珍四百年前编撰的这套
《本草纲目》，在现今美学观念的折射下，可以散发别致的
魅力。

早两年《昆虫记》成为流行读物的范本之一，和那位天真顽
皮的法国老头法布尔相比，我们的李时珍更为纯粹。

如同一杯啤酒撇去了泡沫，在《本草纲目》中找不到感性的
只字片语。当然作为严肃的专业典籍，《本草纲目》无疑与
《昆虫记》牛头不对马嘴，它们之间的对照，算得上“苟
且”。然而法布尔的风行确实唤起了对李时珍的记忆。

在此之前，难以想象我会在《本草纲目》上花掉整整两年的



睡前时光——那等待睡意的片刻，是我全部时间的精华。事
实证明，这位名垂青史的祖先给我带来的是无边的惬意，并
且有效地改善了我对食物的无知。

中医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在上大学那时后，对文学的发展史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再有
一次接触了外国的文学史之后，就开始着迷了。这让我感触
很深刻。

这学期的《外国文学史》已经结束了。记忆中印象深刻的反
倒不是这门课本身，而是刘老师“传道授课”的方式。天马
行空，随意无拘，从书本至现实，分析到提问，点点滴滴，
无一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如果说，现代社会需要的不仅是
知识，而且更多地是一个有思想的头脑和一颗丰富的心灵，
那么无疑，刘老师对我们至少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还记得老师说过，文学其实很渺小，它并不能解决我们的生
存问题，只是在生存之外，像所有的乐趣一样，被普通人或
偶尔或时常为之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这是很富有个性与见解
性的评价！从小至大，我还未曾遇过讲文学的这样贬低文学。
因此，当时听了“它能供给我们饭吃吗？能让我们吃得更好
吗？”就不免笑了起来。不过现在想想，这样的说法是实在
的：文学可以改变我们，甚或我们的生存方式，但不可能解
决我们根本的生存问题，以及社会问题。

可以说，这样带点幽默跟余韵的批判性思考，是我从这门课
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虽然看过《呼啸山庄》，知道冉阿
让，记得堂吉诃得的傻气，听了《神曲》的有关一二......
虽然它们时而给我震撼，时而令我感动与兴奋，时而让我觉
得好笑、好玩，有趣；可是，这些所谓的“知识”并没有让
我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使我对事对人有着独特的己
见。为什么？一直弄不明白，读了一些书，许多事情还是力



感不从，人云亦云。

直到上完刘老师讲的课，回顾课上的点滴情景，才算豁然开
朗。那就是：思考很重要。看过一本书，一篇小说，一些文
字，得有一点个人的想法。那才能长进。否则，读了再多，
也是白搭。一句话，《外国文学史》让我真切地体会到
了――――思考的力量。

中医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我认为其重要原因是中医的理论整体性使然。因为并不是这
些疾病只要杀死了寄生虫或者将某些传染源清除掉以后就能
使身体马上回复到健康的阴平阳秘的状态，因为在这些疾病
的发病的过程中已经造成了机体内阴阳脏腑气血的病理改变，
所以中医还会在杀灭这些治病因素的同时，还要增加调理已
经由于这些疾病导致的阴阳气血脏腑失衡的改变，从而来进
一步扶正祛邪，尽快使机体康复。比如在治疗肠道寄生虫服
用清除寄生虫的专用方剂的同时，还会从中医湿热生虫的病
症辩证认识论上着手清热祛湿，用以调理机体。

再有就是，或者病变的体征表现正好就是这些疾病从健康发
展到初病再到病情一步步严重的病理环境。如肠道寄生虫病
的病症可见有湿热表现，或者湿热正好产生比健康状态更趋
偏碱性或者偏酸性的肠道寄生虫优势生存繁殖环境，这同样
也是机体调节或者说是正邪交争最终正不胜邪而发病的明显
病症表现。所以，中医治疗此类疾病即从清除寄生虫卵入手
又从调理机体阴阳脏腑扶正祛邪平衡阴阳提高机体机能入手。

分别此类疾病的标和本，从致病因素说寄生虫卵是本，体征
表现是标。从脏腑机能来说湿热是本，寄生虫卵是标。在发
病的过程中，从初病到病症严重两者标本可以互相转化，中
医恰恰是从标本兼治的理念全面进行治疗的。



中医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中医学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一门学问，历经千年的发展，形成
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作为一名学习中医的人，我
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医学的博大精深和深邃高远。在学习中医
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深入理解和探索，也收获了很多读书心
得和体会。

第二段：理论的理解

中医理论有其独特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传统中医的理论
结构，一般分为四个部分：“病因病机”、“证候”、“治
则治法”、“药物”。这些理论的内容丰富，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学习和领悟。在学习中医理论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对一
些概念和规律产生疑问，“气”、“阴阳”、“五行”等等。
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我逐渐领悟到了这些理论的内涵和规
律。

第三段：经验的总结

中医学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因为中医学的经验非常丰富，
也非常实用。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医生们总结出了许多治疾
病的方法和技巧。这些经验是无法通过书本学习获得的，需
要实践时机密切相关。在我日常的学习中，我时常读一些中
医学的名家著作，通过他们对中医实践的总结和分析，加深
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反复思考和研究中医实践的方法
和技巧，力求在实践中运用中医学为患者解决问题。

第四段：创新的实践

中医学是一个日趋发展的学科，如何将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
医学相结合，是许多中医学学生所面临的问题。学习中医，
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要理解中医的理论，还要学习正常的医
学知识，才能更好地运用中医的精髓来诊治疾病。同时，独



创的方剂和治疗方法也是中医师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方向。这
需要中医师具备对传统经典的深刻理解和对现代医学的全面
掌握，以及创新的意识和探索精神。

第五段：结语

学习中医是一项持久而繁琐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深入学习、
实践和总结。中医学的学习需要我们保持对中医理论的理解
和对经验的总结，并不断地将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相结合，
以创新的方法来解决各种疾病，实现中医在现代医学中的更
好应用。深入掌握中医学的精髓和本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为患者解决健康问题，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