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采药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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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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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采药心得体会篇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医的学习方法与路径，是一个
需要首先探讨的问题。很多朋友学习中医之前没有很好地思
考这个问题，入门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的一头扎进伤寒论等
经典里，苦读了数年，出口成章，大段的经文背得烂熟，临
床时，边都摸不着，开口动手便错，进而怀疑经典，怀疑中
医。

有的执迷于药物学里，变成了草药医生，单方医生，把个别
中药和处方视为绝密，越求越奇，以为不是深山老林里的神
药或者异人奇方就不能治病。

还有的求于易，求于道，将中医和气功，宗教混于一谈，强
词夺理，故弄玄虚，不提也罢。

我想，这些不应该是朋友们学医的初衷。

我虽然出生在中医世家，却也在医学上走了很多弯路，对临
床疗效的.追求也曾经让我倍感艰辛，回首这20多年的学医路
途，我的最大感悟就是——中医本来是一个简单明白，好学
易用的学科，却被有意无意的蒙上一层又一层的神秘面纱。

在这个处处追求效率的时代，还原中医的本来面目，破除中
医迷信，节约后来者的精力和时间，就是我现在觉得最有意



义的事情。唯其如此，中医界方可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才能
发扬光大。

学习的方法和路径---先从端正态度开始。

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说过，而且各有各的道理，我要强调
的是，下面这种学习方式适合有一定基础，希望深入系统掌
握中医体系的人，也适合已经学医几年，或者读完了中医院
校还一头雾水，愿意重新钻研的情况。

一，先宏观后微观。

一定要先对中医的学术体系有一个整体的大概印象，先通过
走马观花式的浏览，然后再去学习具体的知识而不是一下就
陷入到各种秘方，技法当中，纷纷扰扰，一锅浆糊。

二，培养提高思辨能力，不要强调死记硬背。

中医学让人望而生畏的原因之一就是要背诵大量的内容，而
这是否有必要呢?我的体会是中医学里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其
实是不多的。远远不如法律，外语等专业。

很多内容，理解以后就会记得，而没有理解，记来何用?当然，
理解也是分层次来的，先浅后深，先一般后特殊。

中医知识浩如烟海，人的精力时间都有限，一个医生不可能
面面俱到的学，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关键是能构建自己
的学术体系，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所建树，善莫大焉。

我记得当年背了好几百个处方，但是临床根本不怎么用，现
在还能背的处方不会超过50个吧，也没有临床开不出方的情
况，呵呵。

学习方剂的问题，我以后会单独论述。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



-------------一个临床医生真的不需要学那么多处方。千招
会，不如一招精。一方融会可变数方，一法学透可变数法。

很多老医生喜欢炫耀自己当年是如何过目不忘，博闻强记。
先大量的背诵，以后慢慢理解，对于幼儿学医，这个当然是
有道理的。

但如果是成年人记忆力差，理解力强，就不应该这样学。何
况这些出口成章的老先生很多人临床水平真心不怎么样，可
惜了背书受的那些罪哟。

传统的学习方法，打杂三年，抓药三年，抄方三年，动不动
十几年以上才可以出师。真正学医的时间并不多，这些规矩
里面，包含着对学徒劳动力的残酷盘剥。

而我以为，一个完全没有医学基础的人，中等资质，学习条
件和方法合适，三年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这是我通过实践得出的结论。至于执业医师考试，我指导的
几个学生都能超分数线近一百分过关。也可以证明这一套方
法对付应试教育还是同样有效。

三，保持批判的精神学中医。

一定在建立好自己的医学体系以后，再去研究各家学术

对前辈的经验，带着怀疑的态度学习，以临床疗效来验证。

凡是科学的体系，一定有可以理解的逻辑，无法理解的东西，
可以存疑，先放一放。

这是因为你没有一定的基础，无法分辨是非，轻易转进中医
各家学术的嘴仗里，除了更糊涂，没有别的收获。

我常常说看一个人学医的水平，看看他买了些什么书，可以



得知89，也是这个意思。

中医采药心得体会篇二

中医学历来重视疾病的预防。“治未病”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黄帝内经》,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是故圣
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
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
乎”，就生动地指出了“治未病”的重要意义。

根据现代医学理论,将人群的健康状态分为三种:

一是健康未病态;

二是欲病未病态;

三是已病未传态。

“治未病”就针对以上三个状态,具有以下作用。

一是未病养生,防病于先:指未患病之前先预防,避免疾病的发
生,这是医学的最高目标,是健康未病态的治疗原则,也是一名
高明医生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在“治未病”的措施方面，
我们主张首选绿色疗法，比如针灸、推拿、中药疗法。深受
人们喜爱的健身项目如太极拳、健身操、瑜伽等就可帮助人
们强身健体，增强体质，药粥、药茶，最好是在明确自身体
质状态的前提下选用，另外健康规律的生活和平和恬淡的心
态也是至关重要的防病措施。

二是欲病施治,防微杜渐:指在疾病无明显症状之前要采取措
施,治病于初始,避免机体的失衡状态继续发展，这是潜病未
病态的治疗原则。中医体质辨识就是通过对病人身心状态的
分析，确认其身体的寒热虚实阴阳偏颇，针对个体体质的特



殊性,积极改善特殊体质,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从而实现对特殊
人群的病因预防,阻止相关疾病的发生。比如一个亚健康的人，
整天疲乏失眠，缺乏热情，通过体质辨识，我们认为他是肝
气郁滞，应当在肝俞、脾俞、太冲、足三里等穴位上给以针
刺、按摩或拔罐等刺激，以疏肝理气，调理脏腑气机，使肝
气得以疏泄，脏腑功能归于平衡，机体恢复健康状态。

三是已病早治,防止传变:指疾病已经存在,要及早诊断,及早
治疗,防其由浅入深,或发生脏腑之间的传变。这是已病未传
态的治疗原则。比如高血压病人，我们要防止其并发心、脑、
肾的改变;中风病人生命体征稳定的同时，要及早治疗他的半
身不遂、语言障碍等。

另外，还有瘥后调摄、防其复发:指疾病初愈正气尚虚,邪气
留恋,机体处于不稳定状态,机体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之时,要
注意调摄,以促进并提早日康复和防止疾病复发。即使是感冒
初愈，病人也要注意避风寒，多休息;而手术后的病人更是气
血两伤，增加饮食营养和适当的康复锻炼是极其重要的。

中医采药心得体会篇三

本人在参加了七天多的医院岗前培训，认真汲取了多位院长
和主任的指导教育后，获益良多。短暂的培训虽然结束了，
深深地影响了我，特别是对敬畏生命，关爱病人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医者仁心，作为医务工作者就必须以为患者服务为
己任，从点滴做起，使之融入生活。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健康所系，生命相托，是我们一生的
信仰。而医者仁心的内涵就是手持仁术，胸怀仁心，心系患
者。肩负救死扶伤重任的我们，应该时刻铭记孙思邈的“大
医精诚”，时刻铭记希波克拉底的铮铮誓言，时刻铭记白求
恩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先贤们的声音还在耳边时时鸣响，我
们已经奋起前进的脚步，向着新时代更高的目标前进。



“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群众满意”的精神，闪烁着以
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光芒，树立了新时代救死扶伤、病人至
上、热情服务、文明行医的行业风尚和职业道德。也正
是“手持仁术，胸怀仁心，心系患者”的新时代体现。医者
仁心要求我们改善服务态度、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增强服务水平，真正做到乐群敬业、厚德怀仁，做维护人民
健康的忠诚卫士。

当前我们中医院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一年一个新台阶，我
们忘不了医院里的中医前辈们。是你们展现了中医学术的博
大精深和救死扶伤的人格魅力；是你们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视医院为家，风里来雨里去，一心一意赴在工作上，为医院
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忘不了工作在最前线，温柔
大方又能干的护士天使们，不分天寒酷暑而坚守在自己的岗
位上，用美丽的双手塑造了那温情感人的世界。我们忘不了
每一位母亲、妻子和女儿，你们任劳任怨，无私奉献。舍小
家保大家，时刻谨记在心的，不是家庭，而是一名医护人员
肩上的责任。有时候，医务工作者也会被推到医患矛盾风口
浪尖上，面对太多的不理解，充满了无奈；有时候，也会因
为工作强度太大，不知不觉间变得烦躁和脆弱；有时候，也
会因为家人的抱怨和不满，偷偷流下难受的泪水。但是，无
奈过后，是你们不变的微笑；辛劳过后，是你们执着的坚持；
泪水擦干，依旧奋斗在最前线。是你们为医院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在此真诚地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医务工作者用实际行动，捍卫了“白衣天使”的光荣称号，
手持仁术，用过硬的技术赢得患者的信任；胸怀仁心，热情
周到的对待每一位患者；维护医院在老百姓心目中的良好形
象，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让群众满意。

回首以往，我们将深深铭记探索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历
程；放眼未来，我们将迎难而上，让红十字放射出更加璀璨
耀眼的光芒。而作为2015届中医院的新同志，应该跟上时代
的节拍和步伐，以传承创新精诚的气魄，用更加饱满的热情



去投入到明天的工作中，展现出我们别样的风采。

怀着激动与自豪的心情，我很荣幸地成为医院队伍中的一员。
面对全医院甚至全社会的期待，我们医务工作者必须以十二
分的精神来工作，以100分的满足来上交这份生命的答卷。虽
然岗前培训时间很短，但是我从中学到的知识却是终生受益
的。我们会永远谨记冰心老师的话，将“仁爱之心”肩负在
左，同情之心担当在右，走在生命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
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穿杖拂叶的行人，
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悲凉。

中医采药心得体会篇四

通过广泛的`宣传学习活动，使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和面临就
业的大学生，接收一次深刻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民族团
结的教育，把王万青同志的精神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
动力和思想保证。

我被王万青克服种种困难，献身基层卫生事业，全心权益为
藏区群众百姓送医送药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在王万青身上，
我感到了坚守的强大力量，甘于奉献优秀的品格，感受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他身上的生动体现，我要以王万青为榜
样，在工作中践行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执着追求的精神，
在为患者服务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通过学习王万青同志的先进事迹和总结心的体会，培养我大
公二无私的奉献精神，学习王万青的可贵品质和崇高精神。

看了王万青的报道，深受感动，一个上海重点医科大学毕业
的高材生，能够42年扎根草原，为当地群众看病送药，这样
精神令人敬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对妻子不离不弃，
几十年来，从容、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诱惑和变化，他的一
生平淡而不平凡。作为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应该以王万青为
榜样，珍惜眼下良好的工作环境，在工作中践行王万青那种



爱岗精神，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医
疗服务。

西部民族地区条件艰苦、经济落后，王万青始终坚守自己青
春时代的理想和追求，以实际行动完成了从一个外乡客到草
原人的转变，他以草原为家，用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赢
得了藏区人民的认可和尊重。王万青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带给
我们深刻的启示，我们人生坐标的设定必须与祖国的需要、
社会的需要以及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只有在基层实践中获
取新鲜的工作经验，汲取成长的精神动力，才能实现自我价
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王万青是我们身边的典型，他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艰苦的地区创造条件、艰苦学习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
平，在位藏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二是在医疗
服务过程中，视藏族同胞为亲人，全心权益为他们服务，得
到了当地的群众的尊重和认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当
初的誓言。王万青的实际证明，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没有
变，那就是“祖国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在人民群众的过
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王万青做的看似都是些平凡的事，可
是这些平凡的是能坚持做42年，的确很不容易。我们身处甘
肃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科研条件相对落后的身份。年轻知
识分子有时候会对环境和条件有不满的情绪，可是王万青却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中青年工作者要能够甘于清贫、耐得起
寂寞，要热爱自己的事业，甘于为之奉献。多年来王万青无
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家乡，一边是对故土亲人的深切思念，一
边是缺医少药深受病痛折磨的藏族同胞，王万青在一次次的
回城潮中辗转反侧，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留下。

向王万青同志学习，就要学习他追求理想、淡泊名利的优秀
品格，学习他心系群众、民族团结的高尚情怀，学习他扎根
基层、无私奉献的尊尚品质，学习他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
敬业精神。王万青同志是一位爱党、爱国、爱人民、献身藏
区医疗卫生事业，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的杰出典范，是优秀共



产党员的突出代表，他的事迹在平凡中折射伟大，细微处体
现崇高，是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和在校
大学生学习的榜样。

中医采药心得体会篇五

中医儿科学是一门运用中医理论体系研究小儿时期生理病理、
生长发育、疾病预防、医疗和护理的临床学科。中医儿科学
起源较早，早在隋唐就有专门教授中医儿科的少小科，中医
儿科学专著及中医儿科医家为数亦多，使中医儿科学逐步发
展壮大，对保障儿童的健康、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

进入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如何把传承了几千年的
中医儿科学顺利发扬继承下去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一
学期的中医儿科学的学习中，老师首先把中医儿科知识、技
能高效地教授给我们。同时，老师结合临床教学的经验，让
我们对中医儿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对基本的中医儿科学的
知识有了初步了解，如惊风包括了急惊风与慢惊风两种情况，
急惊风主要有痰、热、惊、风四大特点，临床以高热、抽风、
昏迷为主要表现;多见于高热惊厥及中毒性痢疾的发病过程中，
昏迷、抽搐时间短暂，多为一过性发作;慢惊风是继发于其他
疾病之后，临床常见于小脑共济失调症等。

在教学中，适当穿插医学典故，并突出中医儿科学与《内
经》、《伤寒论》、《温病》等中医经典的渊源。中医典籍
中有很多对儿科的精辟理论，如内经中的“骨弱肉脆”，温
病条辨中把儿童的特点概括为“稚阴稚阳”等，这些经典医
著，无疑是中医之本。对于学习中医的我们来说，在学习期
间多读一些中医儿科的经典典籍，对于传承中医的血脉，将
来走向工作岗位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深刻体会到，学好中医儿科学仅仅依
靠一本中医儿科学教材是远远不够的。而中医古籍浩如烟海，



作为初学者的我们常常感到茫然，通过老师的介绍和自己学
习的心得，我对部分以前阅读过的典籍、教材进行了总结，
如讲到食积时，我们会想到毕可恩的《食湿与小儿疾病》;讲
到时行疾病时，我们会想到《温病》的具体实例;讲到脾胃系
统疾病时，我们会想到江育仁的“脾健不再补而贵在运”的
经典理论。

综上，中医儿科学的发展继承需要我们的努力，经过一个学
期老师深入、细致、生动的讲解，我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
也学习到了重要的学习方法，引领我们步入中医博大精深的
殿堂，为以后的学习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