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针灸的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那么心得体会怎
么写才恰当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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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的心得体会篇一

毫无疑问，脉诊在中医学的诊断技术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而且在针灸的临床诊疗中，脉诊也有重要的地位，经典《灵
枢》中对这一点重视散见各篇。如《灵枢·九针十二原》中
说：“凡用针者，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在
古代的那个时候，对疾病的诊断和预后的判断，远没有现在
的认识深刻，因此在针灸治疗之前，通过脉诊来判断病患的
体质和疾病状态是否适合针灸是必要的。

如在《灵枢·刺节真邪》篇中说：“用针之类，在于调气”，
如何判断气的状态呢?气的虚实逆顺，除了根据症状之外，再
有较为客观的就是脉诊，脉的不同状态可以反应人体气的状
态，有时症状可以和脉象同步，有时也可以不同步，因此对
于针灸效果的情况判断，还需要脉症合参，《灵枢·终始》
中说：“凡刺之道，气调而止”，“气调”二字应该包括了
脉症综合的信息。

《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说：“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
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
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
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
病必衰去。”这一段就是说明了针灸治疗之后脉症相应与否
的问题。

《灵枢·热病》中说“无刺病与脉相逆者”、“身热甚，阴
阳皆静者，勿刺也”，在古代，古人治疗疾病的技术缺乏，



只有中药、针灸、按摩等手段，针灸算是比较快捷的治疗手
段了，在临床应诊时，能否进行针灸治疗，需要做出合理的
判断，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样的经验真是难能可贵的。在
《灵枢》中，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对现在的临床诊疗仍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后世中，唐代孙思邈也十分重视脉诊在针灸中的作用。在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记载“凡欲针灸，必先看
脉”，“脉恶勿乱下针也”，“凡微数之脉，慎不可
灸”，“脉浮热甚，勿灸”，“脉好乃下针”，这些记载都
说明药王对针灸治疗时对疾病选择的慎重。

近代陆瘦燕对脉诊也非常重视，如果出现弦脉，他认为是元
阴不足，应取太溪、肾俞、关元等穴，严重出现结代脉时，
还要大艾炷急灸关元、气海、命门、足三里等穴;他对冲阳、
太溪、寸口、颔厌、太冲诸脉都有独到经验，如冲阳脉不衰，
说明胃气犹存，生机未绝，但脉旺弦急，木来克土则预后多
为不良; 凡肝阳上逆时，颔厌脉往往搏动较甚，而寸口及太
冲脉都相对弦细，临床当补涌泉导血下行，泻行间以平熄肝
风，补太溪以滋水涵木，而脾肾两亏，中气下陷者则颔厌脉
搏动常现微弱而不易触及，而寸口三部及太冲脉亦细小微弱，
治疗应灸百会，导清阳之气上升，取脾俞、肾俞、足三里等
穴，补益脾肾，以治其本。

业师赖新生教授更重视四诊合参，结合现代医学的诊断学内
容，综合各类信息进行判断。赖老师说，切脉乃是中医学四
种诊断技术之一，四诊合参获得人体整体信息后，通过归纳、
推理，得出比较确切的患者疾病状态，再确立处方用药，取
穴施法，而不可单凭脉诊确立对应穴位。脉诊是古老的获得
人体信息的诊断技术，虽然现在仍有重大价值，但是随着现
代医学的发展，各种技术手段日新月异，核磁、ct、各种化验
等应互相参照，不能偏执一端，不可一味依赖脉诊。

脉象的浮沉迟数，弦滑芤弱，对应人体的外邪内伤，寒热虚



实，与其他的诊断技术结合互参更能揭示人体的疾病状态，
四诊结合得出的较为确切的体质证候类型。针灸取穴应该将
证候和经络辨证结合，指导取穴，单纯以脉象指导取穴，有
失偏颇。赖老师所创立通元针法正是基以对整体体质及证候
类型的判断，以背俞穴和腹部募穴为调节具体脏腑的主要用
穴，以任、督二脉及四肢五输穴做为整体调节的主要用穴的
综合治疗方案。

近来，有一将脉诊深入探讨推广，并以脉象作为取穴根据的
学派，名“切脉针灸”，其创立者俞云老先生以其切脉针灸
结合中药治疗肿瘤取得成效。虽取名“切脉针灸”，但是其
内容与传统取穴原则无异，唯按脉象的经验取穴乃是其特色
之处，取穴也非常重视背部及经络之反应点取穴。临床治疗
取穴较多，常以穴组出现如大腹四针包括中脘、双天枢、气
海，痞五针包括上脘、中脘、双梁门、下脘五穴，脐四针，
补肾四穴包括照海、太溪、复溜、三阴交，调理八穴包括中
脘、阴都、肓俞、气海、气旁等等，其他尚有排针奇穴等取
穴方法，针具方面以金针为补，银针为泻，同时结合中药治
疗，针药并用。俞老先生采用针药治疗肿瘤的实践是对针灸
学发展有开创性意义。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这句话对中医非常适用，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中
医学的真理才能越来越熠熠闪光。

针灸的心得体会篇二

刚开始做实验的时候，由于学生的理论知识基础不好，在实
验过程遇到了许多的难题，也使学生们感到了理论知识的重
要性。让学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自己看书，独立思考，最
终解决问题，从而也就加深了学生对课本理论知识的理解，
达到了双赢的效果。在做实验前,一定要将课本上的知识吃透,
因为这是做实验的基础,实验前理论知识的准备，也就是要事
前了解将要做的实验的有关资料，如：实验要求，实验内容，



实验步骤，最重要的是要记录实验现象等等.否则,老师讲解
时就会听不懂,这将使做实验的难度加大,浪费做实验的宝贵
时间。比如用电解饱和食盐水的方法制取氯气的的实验要清
楚各实验仪器的接法,如果不清楚,在做实验时才去摸索,这将
使你极大地浪费时间,会事倍功半.虽然做实验时，老师会讲
解一下实验步骤，但是如果自己没有一些基础知识，那时是
很难作得下去的，惟有胡乱按老师指使做，其实自己也不知
道做什么。做实验时,一定要亲力亲为,务必要将每个步骤,每
个细节弄清楚,弄明白,实验后,还要复习,思考,这样,印象才
深刻,记得才牢固,否则,过后不久就会忘得一干二净,这还不
如不做.做实验时,老师会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将一些课本上
没有的知识教给学生,拓宽学生的眼界,使学生认识到这门课
程在生活中的应用是那么的广泛。

学生做实验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看法，这样就要
有充分的准备，若是做了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实验，那么做了
也是白做。实验总是与课本知识相关的在实验过程中，我们
应该尽量减少操作的盲目性提高实验效率的保证，有的人一
开始就赶着做，结果却越做越忙，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在做
实验时，开始没有认真吃透实验步骤，忙着连接实验仪器、
添加药品，结果实验失败，最后只好找其他同学帮忙。特别
是在做实验报告时，因为实验现象出现很多问题，如果不解
决的话，将会很难的继续下去，对于思考题，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互相讨论，请教老师。

我们做实验不要一成不变和墨守成规，应该有改良创新的精
神。实际上，在弄懂了实验原理的基础上，我们的时间是充
分的，做实验应该是游刃有余的，如果说创新对于我们来说
是件难事，那改良总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做金属铜与浓
硫酸反应的实验中，我们可以通过自制装置将实验改进。

在实验的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这种能力的前题是学生对每次实验的态度。如果学生在
实验这方面很随便，等老师教怎么做，拿同学的报告去抄，



尽管学生的成绩会很高，但对将来工作是不利的。

实验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在实践中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了良好的探究能力和科学道德，例如团
队精神、交流能力、独立思考、实验前沿信息的捕获能力等;
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增强创
新意识。

针灸的心得体会篇三

针灸是一种古老而神奇的中医疗法，对于保健和治疗疾病都
有着卓越的效果。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针灸技术，我决定
参加一次针灸培训。这次培训让我受益匪浅，对针灸的重要
性和应用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此，我将分享我在针灸
培训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首先，在针灸培训中，我深刻体会到了针灸的文化底蕴和历
史渊源。针灸作为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
始于我国几千年前的古代。参加培训课程，我们通过学习经
典的《黄帝内经》等文献，了解针灸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同
时，我们也了解到了针灸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情况，以及其在
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通过这些了解，我不仅对针灸技术本
身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还对中医文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其次，在培训过程中，我对针灸的原理和应用有了更系统的
学习。针灸的原理是通过在特定的穴位上刺激，调节人体的
阴阳平衡，以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培训课程中，我
们学习了人体穴位和经络的相关知识，学会了针灸的基本技
巧和方法。同时，我们还学习了针灸在不同疾病中的应用，
包括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多个领域。这些知识
的系统学习，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针灸的治疗原理和临床应
用，并能够在实践中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

第三，针灸培训提供了实践的机会。通过实践，我对针灸技



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掌握。我们在培训中进行了很多实际
操作，通过模拟真实病例的场景，进行了针灸的操作和疗效
观察。在实践中，我们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患者，观察和指
导师傅进行针灸治疗。这种实践机会让我不仅能够学习到理
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操作中，提
升自己的技术水平。

第四，针灸培训让我意识到了针灸对健康的重要性。在现代
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面临的健康问题也
越来越多。参加针灸培训，让我深刻认识到针灸作为一种非
药物治疗方式，在保健和疾病治疗上的重要性。针灸可以调
整人体的机能，增强免疫力，改善身体状况，减轻疾病带来
的痛苦。因此，我下定决心将所学的针灸技术应用到自己的
生活和工作中，关注自己和身边人的健康问题，帮助他们改
善身体状况，提高生活质量。

最后，针灸培训给我带来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学习氛围。在
培训中，我们有机会结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人，交
流和分享彼此的学习经验和体会。培训期间，导师和同学之
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和合作氛围，彼此之间互相激励，互相
帮助。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我们能够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同时也感受到了针灸技术所倡导的互助与关爱之精神。

总之，参加针灸培训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让我对针灸技术
和中医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通过课堂学习和实践操作，
我掌握了针灸的基本原理和技术，理解了其在治疗和保健中
的重要性。同时，这次培训也让我体会到了互助与关爱的精
神，培养了我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和关心。我相信，在未来的
学习和工作中，我将能够更好地运用所学的针灸技术，为社
会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针灸的心得体会篇四

嘱患者不要急于洗澡和吹风，以免加重病情。



二、掌握配穴原则，灵活取穴

1.先后次序的灵活应用 由于人体每一个穴位的主治功用不同，
因此取穴时有主穴和配穴之分。在我院朱宝医师的指导下，
我们掌握了针灸学的普遍应用的“八要穴歌”：肚腹三里留，
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心胸取内关，小腹
三阴谋，坐骨刺环跳，腿痛阳陵透。 这八句话，共四十个字。
每一句讲了一个穴位，一句五个字，即讲了一穴位，又讲了
它治疗的部位。对于初学针灸的我们在配穴方面有很大的启
示。朱宝医师还特别强调取穴的先后次序，在临床应用时，
应根据病人分清主次，灵活掌握取穴的先后顺序。如发作性
痛症，易先刺远隔穴位，运用导气手法，通过经络的远隔诱
导作用，使疼痛改善后，在刺痛处穴位，就可避免病变部位
因疼痛过敏引起的肌肉紧张，造成进针困难，加重疼痛。又
如胃痛时常先刺远端足三里穴，再刺中脘;三叉神经痛先泻合
谷，再取头面部穴位。可见，取穴的先后顺序的不同直接影
响着临床疗效。

上下、出入的处所，具有远近联系的功能，对本经头面、躯
干、脏器等疾病，有直接的治疗作用。前面所提到的“八要
穴歌”正是临床循经取穴法的高度概括。在临床应用中以本
经取穴和他经取穴多见。如手厥阴经病变出现的心绞痛、心
悸取内关，手太阴经病变的咳嗽取尺泽，咯血取孔最等。此
外还有中病旁取，远近取穴法等多种取穴法，临床上根据病
情酌情应用。

3.疼痛选穴以“以痛为愉”的原则 在循经选穴的基础上，直
接选取患部经脉循行所达的穴位，以局部选穴为主。如眼病
取晴明，耳疾取听宫，膝痛刺犊鼻等。

4.灵活补泻，辨证施治 在补泻手法的应用上，朱宝医师重视
针刺手法，认为恰如其分的运用补泻手法是针灸疗效的关键，
认为进针得气后，应根据个体生理、病理状态的不同和气血
盛衰辨证施治，采用不同的用针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将



补针和泻针分为轻、平、大三类，即轻补、大补、平补、轻
泻、大泻、平泻、平补平泻等七法。对不同的病人甚至同一
病人，都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病情变化辨证施治。
如一例胆绞痛患者的治疗，初期采用大泻法针刺阳陵泉止痛
后，改用平泻法刺其他穴位，使经气保持畅通，从而达到治
疗目的。

中医世界里，这些都只是皮毛，总结出一点体会与心得，与
各位同仁共同学习，不足之处，请见谅。

针灸的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针灸医籍的必要性和价值（200字）

针灸医籍是中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经验总结为基础，
记录和传承着中医针灸治疗的丰富经验和独特技巧。这些医
籍中蕴含着古代医家的智慧和对人体的深刻理解，对于当代
医学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针灸医籍不仅可以帮助医生
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针灸疗法，还能促进学术交流和传承中医
文化。因此，研究和体会针灸医籍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推动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第二段：针灸医籍的特点和分类（250字）

针灸医籍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一方面，针灸医籍
内容涵盖了针灸理论、经络学说、针灸穴位、针灸操作技术
等方面的知识，不仅对针灸治疗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还详细记录了临床实践中的各种病案和治疗方法。另一
方面，针灸医籍包括了经典著作、临床医丹、名医方剂等形
式，涵盖了古代到现代的不同时期和流派的针灸医术。

根据内容和形式的不同，针灸医籍可以分为《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千金方》、《针灸甲乙经》等经典著作，
以及《麻沸散证论》、《针经》、《刺经·刺山自刺法》等



专著和医方。这些医籍中的每一篇章都蕴含着深奥的理论和
宝贵的经验，对于临床实践和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段：研究针灸医籍的方法和技巧（300字）

研究和理解针灸医籍并非易事，需要医生具备扎实的针灸理
论知识和良好的阅读能力。首先，医生要熟悉针灸医籍相关
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基础术语和概念，对其描写的经络、
穴位和操作方法有清晰的认识。其次，医生要学会运用古籍
注释和研究成果，比如各种版本的注释、研究专著和相关论
文等，这些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理解古籍中的文字和观点。
此外，医生还可以通过与其他医生或学者交流研讨，分享心
得体会，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研究针灸医籍还需要综合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医生
可以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医籍，梳理医籍内容的变动和演变；
也可以通过对经典篇章的解读和演绎，来进一步理解医籍中
的理论和实践；此外，医生还可以通过临床实践，将经典医
籍中的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操作方法，进一步验证医籍的临床
应用价值。

第四段：研究针灸医籍的收获和意义（250字）

通过研究和体会针灸医籍，医生可以不断深化对针灸治疗的
理解和认识。这既有助于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和疗效，也有助
于开展针灸学科的科学研究和发展。通过研究医籍，医生可
以发现古人的临床治疗方法和经验，将其应用于现代医疗实
践中，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此外，研究针灸医籍还能促进中
医学科的创新和发展，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推广贡献力量。

第五段：继续推广和传承针灸医籍的意义（200字）

针灸医籍的研究和传承不仅是医生个人的追求，也是中医药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积极推广和传承针灸医籍，



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培训班等形式，向更多的医生和学子
传授针灸医籍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运
用针灸疗法。同时，我们还应当加强针灸医籍的整理和翻译
工作，使得针灸医籍更便于医生阅读和研究，促进针灸学科
的发展。

在传承针灸医籍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科学思维和实践验证
的原则，注重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方法，发挥针灸治疗的优势
和特点。只有不断推进针灸医籍的研究和传承，我们才能更
好地挖掘中医针灸医术的精髓，使其在当代医学实践中发挥
更大的治疗效果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