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医传承心得体会(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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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
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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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传承心得体会篇一

中医是我国独有的医药体系，其古书是中医学经典的重要载
体。作为中医的从业者，了解古书、培养传承，不仅是一种
责任，更是一种使命。在中医古书传承的过程中，给予了我
非常深刻的启示和思考。在此，我愿意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和
体会。

第二段：中医古书传承的重要性

中医的绝大部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都来源于古书。《黄帝
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对中医理论、诊断与治疗方案的
完善和系统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们不仅承载着古代医学思
想和文化，更展现了中医理论的高度创新性和人类对自然环
境和生命现象的深刻感悟。这些经典中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
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医古书传承显得尤为
重要。

第三段：中医古书传承的形式

中医古书传承有很多形式，例如通过口口相传、手抄抄写、
纸质书籍保存和数字化整理等。其中，口述传承是最早最主
要的传承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强调的是传承者的口传心授和
传承者的学习态度。抄写古书能够提高传承者的文字功底和
阅读能力，纸质书籍保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古书保护方式，
数字化整理则能够提高古书信息的共享和利用效率。不同的



传承方式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综合选择。

第四段：中医古书传承的意义与价值

中医古书传承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古书中提到的医疗案例的学习，能够增强
传承者的诊断和治疗能力，提高治疗效果和医疗质量。此外，
古书传承还可以引发传承者的思考和创新意识，促进中医诊
治理念和技术的创新发展。总之，中医古书传承是中医理论
的传承和发展的有力保障，是中医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第五段：结论

对于我来说，中医古书传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中医之路。在
学习古书的过程中，我不仅深刻了解了古人的医学思想和治
疗方法，还重新认识了中医学的实践意义和现代发展需要。
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中医学的未来将更加充满希望与可能。
最后，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医从业者加入到中医古书传承的
队伍中来，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对中医传统文化的扶持
和保护。

中医传承心得体会篇二

自古以来红色便隐含着鲜血。那张扬而又赤烈的鲜艳原色，
曾带给我们无数震撼，它鲜明的颜色诉说着它的由来，汇集
了多少热血青年的高涨呐喊声，熔融了多少奋不顾身的战斗
牺牲，包含了多少希望、期盼与红色精神。

贯穿历史过往的红色精神，直至今日，仍高举旗帜，挥舞着
旗摆，指引方向。

跨越时空的隧道，穿越时空之门，我们回到过去，在祖国壮
丽的河山中，无处不闪烁着革命红色的光芒，无处不印记着



红色革命的脚印，我们被这红色所征服，感叹他们的伟大，
感叹英雄们的红色精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和平是一切外
交关系的基调，虽没有纷乱的战争，没有血流成河的牺牲，
却也有无数的红色精神。“工匠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历史
长河中孕育的新生命，他们的“钉子”精神成为引领当今社
会的旗帜，他们的坚韧、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益求精的钻研
精神，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应当浸进骨子里的东西，每一个中
国人都应是这种精神的承载者、传播者、践行者。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尺之台，起于垒土。”中国梦的实
现也是如此，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去建造中国梦的基石。

王峰，火海救人英雄。纵使浓烟埋没了整栋楼房，纵使一千
多度的高温，王峰依然在发现火情之后义无反顾的三次冲进
火场救人，在他三次从浓烟滚滚的火海出来时，王峰已快被
烧成“炭人”，浑身都是黑的，神智已不清醒，从住处到邻
近的路口，都留下了他血染的脚印。因为王峰没有犹豫，没
有退缩，用生命助人从火海中逃生，二十多位邻居无一伤亡。
小巷中带血的脚印，刻下你的无私，烙下你的无畏，高贵的
灵魂浴火涅槃，红色精神在人们心中永生。

支月英，扎根乡村三十六年的最美教师，1980年，只有十九
岁的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家两百多千
米，离乡镇四十五千米，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泥洋小学，
成了一名深山女教师，三十六年来支月英坚守在偏远的山村
讲台，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她跋涉了很多路，吃了许
多苦，但给孩子们的都是甜，坚守才有希望，这是她的信念。
三十六年绚烂了两代人的童年，时光花白了你的麻花辫，但
红色精神始终坚守在深山。

正是这些无畏的英雄，撑起了整个中国梦的进程，这些舍己
为人的优秀精神，正如数十年前一场场的红色革命般汹涌，



无论十年、百年，这些红色精神依然在我们心中永驻，在我
们血液中流淌。

面对未来，我们应当继承这些红色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尽
我们所能，让红色精神永远传承。

中医传承心得体会篇三

一、传承的意义

中医古书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珍贵的明珠。通过对中医古
书的传承，能够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近年来，随着
现代医疗领域的迅速发展，传统中医药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因此，对中医古书的传承和研究变得更加迫切。通过继承和
发扬中医古书，能够更好地将中医文化发扬光大。

二、中医古书的价值

中医古书不仅仅是记录了中药的药性和药方，同时也记录了
中医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思想的演变。在传承中医古书的过程
中，需要深入了解古时候的生活情况、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
通过对中医古书的研究和传承，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医理论的
精髓，提高传统中医的临床效果和治疗水平。

三、传承的难点

中医古书的传承和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深入的思考。首先，
需要较高的文献阅读能力和研究能力。古书的语言和用词与
现代中文有很大不同，存在很高的技术难度。其次，需要对
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基础认知。对中医古书的研究和
传承需要有一定的心得和经验积累。总之，中医古书的传承
和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



四、传承的路径

中医古书的传承路径需要慎重选择。由于中医古书的内容涉
及到中医药、中医理论以及古代文化等领域，因此传承者需
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在传承中医古书的过程中，可以参加
专业的中医古书研究团体或者是与领域专家交流互动。通过
与有经验的专家学习和交流，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书中的中医
理论、养生和文化等内容，提高传承的效果。

五、未来的展望

中医古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医理论和中药学研究的重
要内容。未来，应该把中医古书的研究和传承工作更加的落
到实处。全面整理并系统的展示中医古书在中医领域中的价
值和作用，探寻中医理论的真谛。同时，加强对中医古书的
保护和修复，使其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结尾：总之，中医古书的传承和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
工作。在传承中医古书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探寻，
才能够真正将中医文化发扬光大。通过对中医古书的研究和
传承，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医药的发展和继承，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认识中华文化的精髓。

中医传承心得体会篇四

今天，我们沙土镇全体小记者参观了菏泽市抗日纪念馆。

我们从学校乘上了大巴车，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随着带队老
师的一声“到了”，我们来到了这次活动的目的地：菏泽市
抗日纪念馆。

走近院内，放眼望去，列阵在前的是二十座威风凛凛的抗日
英雄纪念雕像，八根旗杆立在前方。门口几辆锈迹斑斑的坦
克，让人心头一震。走上台阶，只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八个金色的大字展现在草坪上。广场中央，有一块刻
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色大字的纪念碑，我们排好
队，整齐地站在纪念碑面前，行着对礼，唱着国歌，听着老
师的讲解，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接着，老师让我们献上自己
亲手做的菊花。

跟随着人群，我来到一个刻着抗日英雄名字的铜门前，铜门
上，是两万余名抗日英雄的名字，密密麻麻，我心生敬意，
不由得向他们深深鞠了一躬。

参观过程中，讲解员一一讲解，我边听边记，可是根本记不
完，真想把这些知识都印在脑子里啊!我记得最清楚地就是几
块玻璃墙，上面印满了革命烈士的手印。那些烈士的雕像就
像真的一样，我仿佛身临其境，感觉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

中医传承心得体会篇五

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凭借其卓越的疗效和历久弥新
的价值，拥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然而，它的传承却并不容
易。很多中医传承人都面临着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传承方式，
保护中医传统知识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我在长期
接触学习中医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心得和体会，认为传承
中医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经典阅读、实践经验和创新
能力。

第二段：经典阅读

中医经典是中华文化珍贵的遗产，中医新发展必须建立在对
经典的充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之上。不管是《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还是《本草纲目》，它们都蕴含着深刻的医
学思想，有着不可复制的传统价值。传承中医必须深入这些
经典，掌握其中的精华，弄清其中的奥义。想要成为中医大



师，首先得有过硬的学术功底，用“好问、好学、好思考”
的态度去读懂中医经典，准确理解其中所蕴含的中医思想，
这样才能在长期中医实践中发挥引领作用。

第三段：实践经验

中医研究需要借助于实践，而不是纯以经典作为理论依据。
在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大量的医案成为了中医疗效的重要证
据，也让千百年来的医学智慧被广泛传播。而中医传承人应
该自己动手，不断地在诊治病人中积累实践经验，在这个过
程中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医道体系。对于传承中医来说，首
先必须依靠真实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医
理论，同时，也可以不断发现问题和不足，进一步丰富自己
的中医学识。

第四段：创新能力

持守传统的基础上，中医传承还需要创新能力的支撑。创新
对中医的传承，是一种推动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
让中医传承更有活力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传承人必须深入
研究中医古代方剂、经方，从中学习疾病防治的基本方法、
提高治疗能力，同时了解人的生理、生态和环境，灵活运用
中医理论、文化和技术，采用科学方式来探索中医。从而，
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发展中医，为中医的发展注入更加新颖
的思维和方法。

第五段：结论

传承中医需要综合的素养。经典阅读可为我们提供结构化、
系统性的前人研究成果，从而对全貌有个比较直观的把握。
实践经验是从历史中医传承进化而来的最实际、最直接的医
学素养，是传承人自己与人类疾病紧密对话的过程。创新能
力是中医传承人分析探究医学现象的能力，在传承中创造性、
对话式地重新建构中医理论。当传承人把三者相结合，才能



更好地推动中医传承走向更加成熟、多元和前瞻性的新时代。

中医传承心得体会篇六

转眼在手术室为期一个月的进修学习已经结束了。首先非常
感谢院领导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幸能够在总部学习。其
次要感谢总部的老师，她们对我毫无保留的传授知识和经验。
虽然此次学习的时间短暂而紧迫但是我的收获非常大。通过
这将近一个月的理论学习和规范化的手术室的实践，我了解
了很多最新最前沿的`护理管理理念和护理操作知识，见证了
总部之所以走在发展前列的所在。

眼科手术室是眼科医院的重要科室，因此对手术室的医护人
员的要求非常高，眼科手术室的感染控制与管理是手术成功
的关键。本次学习中，主要的学习内容包括手术室护士的工
作职责和工作流程(包括洗手护士，巡回护士，器械护士);手
术室的管理和各项规章制度;手术室的设备管理和紧急预案;
各项眼科手术的手术原理和流程;各项手术的常用器械和手术
器械的清洗和保养;手术间流层的管理;院感手卫生的清洁管
理以及常用眼科仪器的使用，如显微镜，裂隙灯等。

作为一名眼科手术室的护士，除了要掌握基本的工作职责和
流程，相关的眼科基础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由于眼内
感染的发生非常严重，因此所有的操作都是精益求精，非常
的规范。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及技术操作流程;认真做好器
械等无菌物品的包装，消毒和灭菌;做好术前宣教和协助医生
完成手术过程中的各项工作以及护送术后病人回病房。眼科
的手术包括斜视，眼外伤，眼整形，青光眼，白内障和玻切
等，不同的手术会有不同的手术器械和不同的仪器，仪器的
学习很重要。由于眼科手术的器械是显微器械，都是非常精
致和贵重的，因此器械护士一定要认真做好器械的清洗和保
养。

在学习过程中，有幸遇上总部对新护士的培训，其中对院感



作了很多学习。手术室环境的管理，层流手术室，利用空调
净化系统过滤来控制空气中的微生物含量使室内空气达到一
定的清洁度以及层流手术间的生物培养和标本的采样方法。
手术间划分为内眼，外眼和感染手术间。感染手术间在最外
面，靠近污物通道以便消毒和隔离。接台手术应先做无菌再
做感染手术，做好手卫生，严格无菌操作。

在如此紧张的学习中，仍然安排出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专门学
习准分子激光手术，这是一项很有特色的手术和科室，称为
视光部。视光部的手术室和眼科手术室是大致相同的，但是
它多一些专用的设施和物品而少一些不必要的眼科手术室常
用的器械和物品。初查的方法和流程和我之前学习的基本都
是相同的，除了这边多一些更先进的仪器。虽然如此，但还
是学到了很多这边手术室很多很先进很方便的护理技术。

学习的生活总是飞快的，在这将近一个月中我学习到了很多
实践知识，使我之前对很多事情的了解不再只局限于理论，
让我的实际操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最后要向总部的主任
和老师表达真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对我们工作学习的关心和
培养，相信在今后的学习中能继续努力，谢谢大家!

中医传承心得体会篇七

中医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个学习了中医多年的从业者，我对
中医心得体会有着深刻的感悟。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感
悟中医的智慧”、“尊重人体的自愈能力”、“保持身心的
平衡”、“强调预防为主”和“传承和发展中医”五个方面，
为读者总结一下我在中医领域的体会。

首先，感悟中医的智慧。中医孕育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
智慧，其理论体系深入浅出，独具特色。中医强调的是整体
观念和辨证施治。在诊断疾病时，中医注重的不仅仅是症状
和病因，更重要的是平衡整个人体的阴阳五行。通过经络活



血、调理气血、平衡阴阳五行等手段调理小病大养，化解能
量的累积，使疾病从根本上得以治愈。中医独特的思想，让
我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智慧之巨大。

其次，尊重人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治疗理念中强调的是通
过调理，激发和利用人体的自愈能力。中医强调“脉为根
本”，将脉象作为诊断和判断疾病的重要指标。通过观察舌
象、脉象和问诊等方法，中医师能够深入了解患者的病情，
并针对个体差异进行精准的治疗。中医强调以顺应自然、辅
助自然的方式治疗疾病，引导患者自发地恢复体内的平衡状
态。中医赋予了我对人体强大自愈能力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再次，保持身心的平衡。中医注重防病于未然，把重点放在
保持身心平衡上。中医认为，人的健康与身心平衡息息相关。
不少疾病是由于长期的情志不畅导致的。情志对人体的影响
是全方位的，中医提倡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心态，以及均衡的
作息和饮食习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中医可以帮助患者从
根源上改善身心的不适和疾病。

其次，强调预防为主。中医强调对疾病的预防，通过生活习
惯和调理健康，减少疾病的发生和复发。中医提倡养生保健、
节制饮食、适度运动，以及不过度依赖药物等方式预防疾病。
此外，中医着重于季节调节，根据季节的变化调整饮食和作
息习惯，提高抵抗力和适应能力。中医的预防理念为我提供
了一个持续改善自身健康的指导。

最后，传承和发展中医。作为中医的从业者，我深感责任重
大，应该担负起传承中医的使命。在现代医学的浪潮中，我
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的价值。传承中医是与时俱进、继承创
新的过程，我们应该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中融入现代科学的发
展，推动中医的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
出贡献。

总结起来，中医是一门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内涵丰富、理论



完整，具有独特的治疗理念和方法。通过学习和实践中医，
我深感中医的智慧和治疗方法对于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并从
中领悟到保持身心平衡、强调预防为主的价值。我将秉承中
医传统，保持对中医的热爱，并致力于传承和发展中医事业，
将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推广给更多人，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