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针灸经典心得体会 针灸文化心得体会
(优秀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记
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针灸经典心得体会篇一

自古以来，中医针灸在中国就拥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针灸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时间的
推移，针灸文化已经成为了人们喜爱探讨的话题之一，也成
为了很多人追寻健康生活的选择之一。今天，我想比起项目
人们在探究针灸文化方面的经历，分享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对于针灸文化的认识

针灸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医学体系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从小就被这种传统文化所吸引，
所以自己也在十几年前开始逐渐了解学习针灸学。在学习的
过程中，我渐渐体会到针灸的神奇魅力，究其原因还是因为
中医针灸的理论和技术，它们都是要依据“人与天地之间的
关系密切相连”的中华精神来进行研究的，这也是中国文化
的独特之处。在我看来，针灸文化是一门文化艺术和生命科
学的完美结合，是我国文化的瑰宝。

第三段：针灸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作用

随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一些疾病和病症
也随之而来。然而，中医针灸与西方医学治疗的方法和原理



都有着很大的区别，中西医学具有的两大区别主要体现
在：“诊断和治疗原理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不同”
等方面。这就恰恰说明中医针灸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现代社会
切实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针灸作为一种非外科手术的非药
物治疗方法，同时可以调理身体基本机能，达到预防和治疗
的目的，可以帮助很多疑难病的治疗和缓解病痛。

第四段：针灸文化的深层次意义

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理论体系、治
疗方法以及治疗效果都有着深层意义和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
针灸不仅仅是一门医疗技术，它还涵盖了对自然、人体、社
会等方面的哲学思考和涵义。通过针灸文化，我们可以深入
了解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企望回归优秀的中华文化，认识
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优秀生命的人文精神所包含的法理、哲
学、伦理等方面的深层意义，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启迪。

第五段：个人感悟和结论

我深知自己在针灸学方面的知识体系还有非常多不足之处。
然而，我更深刻地认识到针灸文化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一个
医疗技术，还是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人类优秀智
慧和生命精粹的载体。借着学习针灸文化的机会，让我更明
白针灸文化的内涵所在，更加坚定了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
信仰。总之，学习针灸文化，就是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训自己、保持健康，它也是我们对于文化美学和生命科学
的认识和尊重。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针灸文化必将拥
有更加广阔的前途和发展空间。

针灸经典心得体会篇二

九期中医针灸传习班心得体会（9）

（李宝民，男，1985年生人，苏州大学医学部硕士）第一次



课，老师开门见山，发了讲义，然后直奔针灸室演示腹针。
老师为一位女患者针刺治疗，也是同时给我们做示教。75mm
的刚针完全进入腹部，确实让我惊讶，但患者只说发胀，针
感传至腰部，腰部胀痛疼。老师解释这是得气了，疗效会好。
然后，老师第一个为我行针，第一针中脘，进针很快，只感
觉以针为中心一团东西扩散开来，堵在胃部，涨得不行，针
完盲俞穴，中脘的针感就很快消失了。针盲俞，天枢，气海
之时，有一阵痛，突破后就消失了。留针一段时间，我左下
腹处有一段大概3-4cm长的疼痛区，正在体会，师兄刷刷几
下给我起针了。我是第一个自己扎自己的，针中脘很顺利，
稍有点胀，没老师的.气场强。针两侧盲俞稍有疼痛后也突破
到底了。两侧天枢及气海，针入皮下后，阻力大增，伴有刺
痛，咬牙过了这一层，刺痛消失。总结：针法有待加强，进
针果断一点，痛苦会少一点。针一位师姐的一侧天枢，怎么
也进不去，感到针下有一层坚硬的阻碍，跟我扎草纸一样，
进到一定深度，毫厘难行。第一服汤药喝下，顿感一股药力
直通头部，麻麻的，有点晕，很快消失。汤药味道不错，没
有特别注意体会。

喝完第五服药休息后，自行针了中脘，双侧盲俞，气海，估
摸着定的位，但气感强烈，每个穴位都有不同。进针都有疼
痛，突入后好转。捻转后都有疼痛感，左侧盲俞尤其厉害，
可向左下腹，脐下传导，以致向后腰传导。留针，左肩甲下
跳了一下，然后一股气从肚脐冲向右下腹部消失。整个下腹
都有胀痛，并向深部传导，左下腹部尤甚。起针后，放了几
个屁，然后排了个便。然后直奔正安跟诊。小腹里面正邪相
争了一下午，股股热流传向足外侧。

针灸经典心得体会篇三

中医针灸传习班心得体会（13）

明空中医学堂针灸班学习日记之二



（巩xx,女，1961年生人，某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

7月16日(星期一)

昨天是第三次上课，内容是复习扎针，扎自己、扎同学和被
同学扎（听上去有些吓人），老师在一旁边观察着每个同学
的动作边不停地讲解指导着。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这些学生
的学习成果，老师还特意为我们“献”了一回身。老师让我
在其大横穴上施针，有过前两堂课学习练习的体会，自认为
水平还是可以的，于是便找准穴位扎下去，老师有了针感，
并让我在其腹部左边大横附近又施两针。老师说我手上有力
度，进针的感觉也不错。得到老师的肯定，心里是很高兴，
对学好扎针也更有了信心。

昨天的课还让我有了另外两个大收获。

第一是感受到扎针在治疗上带来的立竿见影的神奇效果。因
为同学们学得努力，教学进展顺利，老师决定再演示讲解一
下如何在背部施针，朝晖同学主动把自己的后背贡献了出来。
大家都发现他脖后大椎处有一鼓包，差不多半个鸭蛋那么大，
老师随后在大椎处反复施针，多次提捻......见证奇迹的时
刻出现了，包象是被撒了气，眼见着就瘪下去很多，真是不
可思议！还有比这更让人称奇的吗？联想到上周玉琼同学腹
部施针后面色由灰暗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若非亲眼所见，
有谁又能够相信呢？中医针刺竟是如此神奇，老师的水平真
是好生了得。

第二个收获是从我自身感受到的.。昨天腹部施针时，左右天
枢和大横处针感强烈，痛，不敢喘大气。起针后无任何不适。
大约一小时后，腹部开始痛起来，尤其左右两边。回到家后，
痛感不减，并感到自己脸上身上开始发热，一量体温37°7，
低烧。和以往感冒发烧时四肢酸痛昏昏欲睡的感觉不同，此
次发烧只是单纯地感觉身上发热、乏力，头脑却很清醒。老
师说过，当体内郁结经针刺被打散后，身体会随即变得通畅



起来，内气一下子相对不足了，身体自然会有乏力之感。发
烧也是体内阳气生发，应是个积极的反应，随即向老师微博
求证，在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为自己感到高兴，发自内心关
注自己时，心神是有感知的，让我的身体变得敏感起来，使
我向身心和谐健康又迈近了一步。

今早起来，烧已退，腹部痛感也已减轻大半，遵师嘱，晚上
回家熬药服药，巩固胜利成果。

针灸经典心得体会篇四

针灸是中医学中重要的疗法之一，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和独
特的疗效。多年来，我从事针灸临床工作，积累了一些心得
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心得体会，并探讨针灸
的作用、方法以及应用范围。

首先，针灸作为一种传统疗法，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基础。
针灸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针刺刺激，调节
人体的气血、阴阳平衡，改善身体的微循环，从而促进疾病
的康复；二是通过调整针灸穴位来影响人体的神经系统、内
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调节机体的机能状态，提高人体的抵
抗力。针灸的治疗机制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深入，这
也使得它在多个临床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其次，针灸的方法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疾病和症状，针灸
师可以选择不同的针刺手法和穴位组合。在我的实践中，我
发现根据针灸的不同刺激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疗效。例如，
对于肌肉疼痛，可以使用温针法或灸法来疏通经络、舒筋活
络；对于内脏疾病，可以选择经络镇痛针刺法或者耳针来调
节脏器功能。此外，在选择穴位时，针灸师需要综合考虑病
情、病位和体质等因素，以得到最佳的疗效。因此，针灸的
方法非常灵活多样，需要针灸师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个体化的
治疗。



再次，针灸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不限于某一具体疾病。针
灸可以治疗许多慢性病、神经系统疾病和内分泌失调等常见
病症。此外，它还可以缓解疼痛、减轻压力、增强免疫力等，
对保护健康和预防疾病也起到积极作用。针灸的疗效有时甚
至超过了传统的西医疗法，让病人不再依赖药物或手术，改
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发现针灸在治
疗一些顽固性疾病和难治性疼痛方面特别有效，这也进一步
加深了我对针灸的认识和了解。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针灸是一门需要丰富经验和专业技能
的技术。针灸师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中医学知识和针灸理论，
还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地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技艺。在实践
中，我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我不断
地学习、成长。只有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
为病人提供优质的针灸服务。

总之，针灸是中医学中一门重要的疗法，在临床实践中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针灸可以调节人体的机能状态，促进
疾病的康复。针灸的方法和应用范围非常灵活多样，需要根
据病情和个体化特点进行选择。同时，针灸也是一门需要专
业技能和经验积累的技术，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才能
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疗效果。

针灸经典心得体会篇五

（王x,女，1977年生人，某著名机构优秀建筑师）

第二次课体会

(1)针刺

课上老师给我们仔细取穴讲解了马丹阳天星十二穴中的足三
里、上下巨虚及内庭穴、阳陵泉穴，太冲、昆仑、太溪穴，
委中、承山穴，并一一在同学身上针刺。每个人因为骨骼、



肌肉的形态不同，穴位位置也要按照不同的比例细心辨别。

之后同学们互扎腹针，经过一周练习，手法都有所提高。邢
台的马同学上周第一次扎针就十分干净利落，这周看起来已
经很成熟了。

大家的发力方式，大多是直刺，单手发力，男同学王林林最
初双手发力直刺，显得不太协调，后来受马同学启发，也改
为单手发力。但这种方式当自身内力不足时，碰上质地致密
的部位会入皮太浅。我就是这样，床上的同学直喊疼。仔细
观察了老师的手法，斜入翻掌，手腕一转，借助动势释放内
力，果断深入皮肤。这个发力的过程比直刺行程长，力量一
定会大些，加上老师内力强，从选穴、持针刺穴、捻转，三
部完成只在须臾间。

我是最后一个扎的腹针，很幸运，白老师亲自扎了五针。这
周的感觉没有上周那么痛感强烈，但很快得气。留针大约半
小时。和上次不同，这次气开始往下走了，先是左腿有麻麻
的感觉，紧接着右腿内侧上部不断有跳窜感，然后到了小腿
内侧。一直不通的右腿有感觉了。

(2)艾灸

白老师给大家示范了温和灸和直接灸。没想到同学们对直接
灸还是很热情的，米粒大小的艾绒，直接放在皮肤上，中脘，
足三里，涌泉，每穴三壮。在艾绒点燃之后，当火力和皮肤
接触时，同学们的痛苦表情各异。我没敢一试，暂时没有勇
气，三年前给自己隔姜灸了几次，留了几处瘢痕，后来没有
坚持灸下去。老实说，我不喜欢瘢痕，但艾灸确实很舒服，
回去试试无瘢痕直接灸法。

白老师一直在给我们讲授灸法的重要处，和祛除寒邪的力量
之大。一些阴寒极重的'病人，其身体的寒邪也会对医者有不
良的影响。无形无相，会趁虚而入，需要谨慎为宜。同学王



林林直接灸了三年，对灸法极有经验心得，他和白老师的对
话很有意思。

(3)回家服药之后

下课回家，臭屁不断，不一会家里空气混浊。晚上相当疲乏，
却难以入眠。腿部内侧的阴经部分不断窜跳。腹针的感觉一
直存留。第二天排便量大，浑身发冷。以前看过老师博客，
知道这是正邪相交排病反应，并不在乎，只是觉得神衰气乏，
想睡觉。艾灸神阙，稍安。周三风和日丽，出门看展，走走
停停快五小时，回家之后，后脑头疼不已，时有跳动感。周
四仍然头痛，除了脑后，左右两侧也不时窜疼。手边没有针
了，在脚上找了些痛点按揉，稍有缓解。晚上头痛逐渐散去。

周五身体依旧很累，左侧嘴角上火，起了一堆小包。下腹痛。

周六，生理期如期而至。下腹较以往轻松，排出较多淤血块。

这周主要和身体斗争了，心神散乱，体会到的针法还未好好
实践。只空手练习了进针、捻针，手上没气力，常常把针扎
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