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医整脊疗法培训学校 中医医学学
习心得体会(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医整脊疗法培训学校篇一

学习中医四大经典是每一个中医人提高自己临床能力的有效
途径，认真研读古人的医术对于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深远的促
进作用，在本次学经典活动中，我认真的温习了中医四部经
典著作，在运用临床方面有了新的领悟与提高。

首先我学习了四大经典的内容概括如下：

中医四大经典指的是中医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四部经典巨著，对古代乃至现代中医都有着巨大的
指导作用与研究价值。关于四大经典的具体组成存在争议，
目前国内的中医高等教育教材将《黄帝内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作为四大名著。还有学者认为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是四大名著。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研究人
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黄帝内经》的内经，是讲内在人体规律的，有的人认为是
讲内科的，《黄帝内经》是一部讲“内求”的书，要使生命
健康长寿，不要外求，要往里求、往内求，所以叫“内经”。
内经可以用三个“第一”给它作一概括。第一，《黄帝内经》
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
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



学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讲述了人的生理、病理、
疾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讲
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我们
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能够活到一百岁。
内经中非常重要的思想——“治未病”。《黄帝内经》中说：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第三，《黄帝内经》
是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
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
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黄
帝内经》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中华
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
用及贡献功不可没。试想，大略700年前，欧洲鼠疫暴发，有
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两千年的历
史中虽也有瘟疫流行，但从未有过象欧洲一样惨痛的记录，
中医药及《内经》的作用由此可以充分展示。

《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外感及其杂病治疗规律的专著。东
汉末年张仲景撰于公元200-205年。全书共12卷，22篇，397
法。除去重复之外共有药方112个。重点论述人体感受风寒之
邪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如何进行辩证施治的方法。该
书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系统地
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在
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先启时的作用，对祖国
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张仲景运用《素问热论》的理
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外感病
的发生、发展、预后、治疗等进行了精辟的阐发，将外感疾
病具有规律性的各种表现，归纳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
少阴、厥阴六经病证，每经结合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进
行辨证论治，既有“同病异治”，亦有“异病同治”，确立
了严谨的治疗规范，创立了六经辨证体系，奠定了祖国医学
辨证论治的原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理论联系实践、理法方
药齐备的临床医学巨著，书中按伤寒传变规律，以条文的形
式逐一辨治，言简间赅，辨证严谨，治法灵活多变，制方药



少而精，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践证
明，该书辨证论治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伤寒病的治疗，而且是
指导其他临床各科治疗的准则；其所运用的汗、吐、下、和、
温、清、补、消等基本治法，被后世广泛应用；其所创制
的113个基本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承气汤、白虎汤、小
柴胡汤、理中汤、四逆汤、五苓散、泻心汤、乌梅丸等，成
为临床广为应用的有效方剂。可见。《伤寒论》对祖国医学
做出了重大贡献。

东汉张仲景著述的《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古籍之一，全书
共25篇,方剂262首,列举病症六十余种.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
为主,兼有部分外科妇产科等病证.《金匮要略》也是我国现
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是仲景创造辨证理论的代表
作。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
治疗杂病的典范。书名“金匮”，言其重要和珍贵之
意，“要略”，言其简明扼要之意，表明本书内容精要，价
值珍贵，应当慎重保藏和应用。《金匮要略》被古今医家赞
誉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

用药层次清晰、条理井然。叶天士之验方，在吴瑭手中一经
化裁，便成桑菊饮、清宫汤、连梅汤等诸名方。足知吴瑭此
书，不是仅仅为纂集而撰，实是经心用意，为学术理论升华
之作。

其次，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注意把握理论联系实际，有目的的
学习：

在发展中医学事业中，把握中医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关键，
因为经典著作是中医学的源头，医家的阐述发明均离不开经
典著作。要精研《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难经》、《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从研究文言文开始，
再参阅各家注解，通过对经典著作的熟读与深入研究，并在
实践中反复体验，甚至精研一生，最终达到得其精要，为临
床工作奠定了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诚如周凤梧教授指



出：“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使学者有阶
可升，至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规矩之中。”，“规矩”
就是经典著作中基础理论，从而明确指出，只有掌握好经典
著作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中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离开实践就失去了活力。中医理论
的发展正是医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的结果，而中医理
论的掌握亦在于临床实践中的总结和提高。著名医家无不是
在临证中成长，并在临证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结累
经验，更好地提高了疗效。通过临证来验证理论，并进一步
发展和完善中医理论，也得到了患者和社会的支持，经得住
时间的考验。

中医学的发展正是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实现继承与创新的过程。
随着时代的不一，疾病谱的更换，中医临床水平的提升，需
要不断的继承与创新。医家在临床中多能融会古今，学贯中
西等等。岳美中根据《类聚方广义》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
疗疥癣内陷的一身搔痒、发热、咳喘、肿满的记载，运用该
方治疗肾炎合并皮肤湿疹的患者，并将此方合甘麦大枣汤加
生地、紫草等治疗过敏紫癜性肾炎，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这些都体现了著名医家在临床中善于融会古今，不断创新的
特点。

中医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又是一门有关社会人文的科学，
其内容博大精深，富涵文、史、哲、天文、地理、四时、物
候等人文知识，仅本专业现存书目就有19000余卷宝籍，欲成
为大医，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内经》中就要求习医
者“上穷天纪，下及地理”。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更明
确指出学医者当“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所有医家大都有
渊博的学识，而知识的积累绝非朝夕之功，往往倾注了一生
的精力。



中医整脊疗法培训学校篇二

级电子信息班的一名学生，我学的专业是电子信息与科学技术
(医学方向)，其实是喜欢学医的，结果没想到学的是与医学
无关的，所以希望在选修课上可以普及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
所以选了《中医医学案概论》这门选修课。学习后深感医学
的博大精深，医者的伟大。以下是我的学习心得及一些感想。

通过学习中医学，我对它有了个初步的了解。中医药学有着
悠久的历史，是我国人民在生活、生产以及同疾病斗争实践
的经验总结。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内容。是我国宝
贵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人民的健康和中华民
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古以来，行医者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将“大医精诚”封为
圭桌，更以行动诠释着，他们以德养性，以德修身，德艺双
馨，正因为他们毕生恪守着这样的信念，才真正成为历代医
学家和百姓敬仰的伟大先师。“精”为先，“诚”为辅，只
有具备“精诚”着，可承大医之名，“精”于高超的医
术，“诚”于高尚之品德。纵观慢慢中华几千年医学历史，
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扁鹊济世救人，敢于直言：华佗
施人道不分贵贱：叶天士谦逊好学承先启后重树医德。他们
撰写的每一篇医案谨慎真实让我懂得实践真理的统一。医者
中的智者应是众智者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们担负着挽救生命
和发扬中医的双重责任，每一篇医案便是他们留给后人们最
好的纪念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学习这门课后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希望老师可以看看。

有时候，对我们这种初学者授以长篇大论的医学知识其实我
们是吸收不了的，比如我相比之下更喜欢看一些图片啊，实
时的医学视频等，可以提高大家的兴趣。所以建议老师可以
在讲课中给我们加一些相关视频，或者相关图片及新闻以此
来提高学生的兴趣。其实在很多时候，不论是我们的这个专



业还是医学专业学生都会多少有些迷茫关于我们学习的这些
知识可以用到哪儿，如何可以让他们运用得更好，希望老师
在讲课时可以为我们指点一下。还有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兴趣，
加深对中医学的印象，老师可以在课程的初期给我们放一个
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引入到课程内，或者实践教学，其实我们
非医学类专业的学生也想过把医生瘾，老师可以实际教我们
如何把脉，如何辨别疾病的发生之类的，而医学专业的学生
可以提前实习。

以上是我对这门课的感想及建议。

众所周知，中医是中国几千年唯一的医学，中国人民几千年
来的防病治病靠的是中医，中医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繁衍
昌盛，几千年来的保健事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医与西医在专业技术上各有所长，各有优势和特点。西医
的优势在于精密仪器的检测、高超的外科手术、复杂的器官
移植、先进的抢救手段等。而中医的优势恰恰是西医薄弱的
方面，中医的辨证施治既准确又灵活，奥妙无穷，对诊治许
多疾病，有其独到的特点。如对功能性疾病的诊治，退行性
疾病的诊治，病毒性疾病的诊治，痰饮淤血病的诊治，疑难
病证的诊治等尤具优势。人民群众对中医中药的认识比较深
刻，有相当多的人群喜欢中医中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进
化，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要求在不断的提高，中医中药的治病
之本、调理、滋补功能就显得更加迫切需要了。

中国人的传统认识是中医越老越吃香。一个年龄大的中医，
尽管本事平平，都可以称老中医，甚至夸大一点称“名老中
医”，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医是终身制的职业。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学好中医呢?《扁鹊仓公传》
云：“人之所以病病疾多，医之所以病病道少”，这说明中
医难学。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又说：“学医不精，不若不学
医”。



学中医诚然难，学精则更难。但既学医就必须学精，至少要
确立“学精”这样一个奋斗目标，方能学成一个好中医。怎
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根据我个人学医的体会，主要在于两
点：一要认真读书。中医的书籍，用“汗牛充栋”来形容，
尚嫌不够。读中医的书，不仅要读懂、弄通，而且要熟读、
熟记，对许多重要的内容甚至要熟背。比如中医诊断学、中
医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温病学、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若要有高深的理论功底还必须学好
《内经》。读中医的书，要善于融会贯通，中医学的理论均
源于《黄帝内经》，中医的各科临床，均源于历代医家的经
验积累和实践总结。

举例说吧，比如学《伤寒论》，不仅要与《金匮要略》相融
合，还要上与《内经》相联系，下与《温病学》相联系，此
外，还要与内科学、方剂学、药物学、诊断学相联系。比如
《伤寒论》的少阳证，这个少阳证就出自《内经》的《素问
热论》。《内经》的少阳证只限于少阳经脉症状“胸胁痛而
耳聋”，而《伤寒论》的少阳证则为半表半里证，胆火上炎，
症见“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
饮食，必烦喜呕”，用小柴胡汤主治。再联系温病学中亦有
一个邪郁少阳证，寒热类虐，心烦，口渴，脘痞，舌苔黄白
而腻，用蒿芩清胆汤主治，系湿热郁闭少阳。如此联系比较，
自然融会贯通。

我是学中医出身的，如果你是想进医院，拿医师资格证，成
为一个中医临床医生的话不防自考去实现，但是现在的就业
形式对自考来说是不太合适的。如果你是为了兴趣，并不以
此作为谋生手段的话，我可以推荐几本书你看：首先是《中
医基础理论》这是必看的，这是基础，是你踏入中医殿堂的
铺垫。

必须认真的掌握。其次是《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
学》这些是临床基础，也是必看的。中医基础血扎实了，学
这些可以比较轻松，尤其是诊断。学中医其实就像走路，一



条道，分几条岔路，等你完全掌握之后你会发现任何一条岔
路都能帮你达到目的地。再次就是中医的各个临床应用的了如
《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
学》等等，值的一提的是《针灸学》很有用的，就算给自己
保健也是不错的。

最后如果想拓展，学习古代的中医专著则《医古文》要看，
前人的精华太多了，如：《皇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丹
溪心法》《景岳全书》《脾胃论》等都可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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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11日至6月12日，我有幸参加了四川省护理学会在成都
举办的护理管理暨中医护理技术培训班。十分感谢领导给我
这个机会，让我在护理管理和中医护理技术方面有了新的认
识和理解。
年优质护理标准解读、质量控制新标准解读、持续改进护理
质量实现患者和护士体验双赢、静脉输液质量管理、护理安
全用药管理、中西医结合护理在疼痛管理中的应用、多种中
医护理技术在糖尿病足防治中的应用等多方面的知识，通过
此次培训，我对护理管理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能够掌
握护管的工作思路、基本方法和管理手段，能合理有效的运
用一切资源;此次培训还使我对护理技术的要求更加规范明确，
能够以病人需求为导向，按照护理程序的方法，运用专业知
识和技能，维护和促进病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断提高
护理服务水平和服务技术，让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两天的培训，使我感受到了护理前辈们对护理事业的专注、
执着及无私奉献，学习到了前辈们的专业品质、敬业精神、
人文素养，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省护理学会、各位护理专家
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以及我们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绵阳
市中心医院的一名护理工作者，必须要不断学习、不断思考、



不断前进，为进一步提升我院的护理质量作出应有的贡献。

年5月26日，我院申请的省级继续教育项目《中医适宜技术护
理培训班》在我院六楼学术厅隆重开班。

此次培训班邀请

__

省中医院护理部主任

__

、护理部副主任

__

、武威市护理学会、

__

市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王淑文、武威市中医医院

__

以及

__

区医院等院内外中医护理方面的专家，就中医特色护理技术
概况、护理查房、患者安全管理、小儿推拿、拔罐疗法与刮
痧疗法、中药的熏洗疗法、湿敷疗法和冬病夏治贴敷疗法等
中医护理实用技术进行了讲授，受到了220名年轻医务人员的
热烈欢迎。中医适宜技术，尤其是成熟的中医适宜技术的推



广在医院的各类工作中日益重要。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近年
来使各医疗卫生机构从中受益匪浅，发扬光大势在必行，中
医适宜技术的合理运用解决了过去传统中医技术不能解决的
问题，符合人民群众对中医中药的健康需求。中医药适宜技
术作为祖国医学的宝贵财富受到主管部门的重视，也受到了
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的欢迎。此次培训班的开展，为我区的
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开辟了新的局面。

一、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健全中医药服务网络

由区卫生局组织发起的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培训对象为区
属医院，乡镇卫生院、分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临
床工作的人员。当前，中医药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和挑战，要振兴中医，实现科学、快速地发展，首先要弄
清自身的优势所在，而中医药适宜技术就有着十分明显的特
色优势，让基层医护人员掌握中医适宜技术，提高中医药服
务能力，强化中医药服务网络。

二、凸显中医药“简便廉验”特色优势，强化惠民措施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在农村、在社区、在基层。因此，中
医适宜技术推广工作的首步就是要做到医疗服务价格、质量、
效果、态度、便捷、安全等全方位的综合的便民惠民，也就是
“简便廉验”。通过适宜技术培训，学员们不仅掌握了应用
推拿、按摩、拔火罐、针灸、简便中草药等中医适宜技术在
临床方面的应用，而且对于全面提高学员所在农村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中医药专业技术水平起到很大作用。

三、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培训班对学员的悉心辅导，不仅使学员的技能得到提高，而
且对活跃中医的诊疗气候，弘扬中医特色，传承中医药传统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减轻了患者的
负担。此次培训班通过对中医特色的概念诠释以及中医特色



护理过程中需遵守的原则，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辩证维
护、独特的中医临床操作技术与护理方法等特点。

同时，在农村和城市大力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对进一步完善
城乡中医药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与优势，提高中
医药服务能力，全面加强农村和城市社区的中医药工作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医整脊疗法培训学校篇三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缘分，在高考结束后，原本一心想要做
个程序猿的我，居然会改变主意报考中医专业。

中医，这个传承了千年的古老医术，一直有着独特的魅力和
神秘。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
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除此之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
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
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
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
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强调辨证实施，重视病人个体差异。虽然同是慢性肝炎，
病程长短不同，通过辩证进行不同的治疗，而不是千篇一律
地按照化验去治‘大三阳’。气滞血瘀者，当以祛邪为主;气
虚血滞者，当以扶正为先。这些理论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
原则，看中医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根据病人的体
质、体征，结合天时、地理、病史等诸多社会因素确定症结
和治疗方案，这就是著名的三因理论因人、因时、因地用药。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唯物论和辩证法
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
通过对现象的分析，以探求其内在机理。因此，中医学这一



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
论治。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
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相、经络、
运气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
防、养生等内容。

医几千年的发展史，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代表和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医创造了世
界科学史上的两个奇迹，一个是历史的奇迹，中医为中国人
民繁衍生息的医疗保驾护航;另一个是现实的奇迹，为那些患
有疑难怪病的'病人解除痛苦。也许有人要问，中医是什么?
我们说中医是朴素的辩证法，是劳动人民经过两千多年以来
积累的与各种疾病做斗争经验的总结，中医是人类历史上最
伟大的发明之一，同时也是具有最完整理论体系的科学，它
的理论对其它学科和人类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
争论之中。 现在，西医院远远多于中医院，在大多数人认识
中，有了病就是去医院检查，然后吃点药，中医从来不是第
一选择，也是只有在经过多方折腾病也没有痊愈后，才想起
来去看看中医。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了一个中医的自述，看得我目瞪口呆。
感到生孩子绝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一种有如神六发射的
高科技程序。

她先叙述产前检查，我说：完了，非给你剖腹不可。我知道
这种情况也完全可以自然分娩，不是非剖腹不可。她说：是
啊，人家说了，这是必需的。人家西方医生还很以人为本哪，
刀口在下腹部，还是弧线形，考虑到让你还能穿比基尼。她
说，手术室为抑制病菌温度很低，做完手术又用凉水给她进
行了全身清洗，我说：完了，你非发烧不可。她说：人家说
了，这也是必经阶段。我听了真是叫苦不叠，谁说生孩子就
非得发烧呀?医院赶在她发烧之前先给她挂上吊瓶，这样她就



不至于烧死。一听用药方法和饮食，我说：更完了，你非没
奶不可。她说，医生说了，这也是正常的。好在西方服务设
施完善，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哺育孩子不成问题。我告诉她，
她的确享受了一番西方的一流科技服务，但除了挨了一顿大
可不必的收拾外，没得到任何好处。 我推崇科学，但还没有
推崇到为了享受高科技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医生去整治。
现代人对医学产生了被治的依赖性。对科学的信奉使人们不
能我的身体，我做主。每年,单位体检，都能掀起一场治病浪
潮。因为没有人是没有毛病的。按照医生的建议把子宫挖出
去了。阑尾切下去了，把胆摘除了,还事。有扁桃体，蛀
牙……医生说身上的痣全应该挖光，以防癌变。

看一条美国科技报道说，发现早产儿在保温箱中的成活率很
低，而要是帖着人的皮肤保温，成活率却很高。这让我说不
出的晕。在中国，七个月的早产儿的成活率一直很高。过去
的人，穿很宽松肥大的棉裤，母亲让把早产儿放在贴肚皮的
位置，再用棉裤兜住，也都兜活了。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
元素组成，它们统一有序由相互联系。世间百草皆有属性：
寒热温凉，辛酸甘苦咸。四气五味，各有所司。人也是自然
之子，有五脏六腑、七情六欲。以自然之物、自然之法，医
自然之身。古朴的哲学思想滋润了神奇的中国医学。于是，
五千年来，一根针，一把草，护佑了千千万万炎黄子孙。

虽然我还没有开始学习关于中医方面的知识，但是自己也会
在图书馆找一些关于中医方面的书，我喜欢在安静而温暖的
图书馆的角落里，恭敬而虔诚的接触这个神秘的国度，偶尔
我也会迷茫，自己能不能做一个好医生，然而我知道，救人
性命第一要有一颗慈悲之心，普济天下也许太过遥远，但是
怀着一颗救世济民的心去学习中医，我相信自己会学好，会
成为一个好医生，一个能够给别人带来健康和幸福的好医生。



中医整脊疗法培训学校篇四

中医古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总有让人不知从何看起的
感觉，但是在这么多年的医书中，也有我们必须学习的，那
就是中医经典著作，可是现在很多人不重视经典的学习，认
为经典学习已经过时，里面的文字意深难懂，千多年前的古
书至今如宝收藏，但实际上，以《黄帝内经》为首的四大经
典，还包括《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和“温病学”
历来被奉为经典，能够被称为经典必经是经得起考验，大部
分历代著名的医家，均能有效地帮助掌握中医理论。因此，
中医本科课程中开始学习，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医，中医古籍
经典是一个中医生必读之作。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奠基之作，其丰富的理论至今还没
有人能把它完全解析，讲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治疗
的原则和方法。同时也是治未病等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其
中针灸理论知识在今世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是一部伟大
的中国传统文化奇书，内容丰富，不仅涉及医学，而且涵盖
了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文学、社会科学等。当时先进
的各项科学成就。因此，要读懂《黄帝内经》要追溯秦汉历
史背景。《伤寒杂病论》是奠定中医辩证论治体系的重要著
作，其中的理法方药，继承了《黄帝内经》等古代医籍的基
本理论，以六经伤寒，以脏腑论疾病，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
了辩证和治疗的示范，它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其中刘河间依据《内经》有关“火”于“热”的病机条文，
结合《伤寒》，首创“火热论”，世称“寒凉派”李东垣发挥
《内经》“胃气”结合《难经》、《金匮》，提出“脾胃
论”世称“补土派”，张子和发挥经文治责创立了“汗、吐、
下”三法，世称“攻下派”金元时的学术，特色鲜明各自不
同角度阐释经典，对明清及今后医家产生发展规律及其诊治
和预防的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致
可分为萌芽时期，成长时期，成熟时期，具有代表的是叶天
士、薛生白、吴鞠通、王梦英四大温病学家的著作及学术成
就，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预防思想和“三焦”辩证



的独特思想。

通过四大经典的朗读，老师的'讲解，给我的认知是：

一、树立中医学习的信心，众所周知，中医教育其实并未能
培养中医人才，由于各种因素如课程培养目标过于广阔，培
养模式过于单一，未能培养扎实的辩证论治思维，不注重中
医经典的学习，欠缺方法及中西医比较课程，学习混淆中西
医概念等，经过老师在课堂上深入浅出的讲解，很多都是老
师经验介验，特别是感受到了老师对中医经典的热爱和绝对
的支持，使自己受到感染，树立坚定的信心。

二、培养自身辩证论治思维是理论核心所在。《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已奠定了中医的辩证论治体系及发展出各种
中医的辩证方法，现在学习经典就是要学好这些理论，培养
这种思维，而真正的中医理论部分就是四大经典，因此，背
诵原文理解是学习经典的前提。

三、熟读诵读经典更要在实践中运用经典，在课堂上，老师
很多次不厌其烦的要求我们背诵条文，可是我们都没有注重，
总是对经典的学习以理解为主，看着老师随口而出的经典条
文，所述的医案病例，两者结合如一，真的感觉惭愧，想在
临床看病时候就想经典。可是头脑一片空白，不知从何下手，
看不出个所以然，条文的熟记更重要是在实践中去运用才会
有所获，也才会知道自己的不足。

至今，课程已经结束了，收获不少不多，还希望继续开设这
门课程，可是已经不现实，其中自身思考因素更重，问题和
疑问全是，我只有自立熟读经典找答案，也需要在以后的工
作中更深入的学习理解经典体会并加以解决。

中医整脊疗法培训学校篇五

我是20__级电子信息班的一名学生，我学的专业是电子信息



与科学技术(医学方向)，其实是喜欢学医的，结果没想到学
的是与医学无关的，所以希望在选修课上可以普及一些医学
方面的知识，所以选了《中医医学案概论》这门选修课。学
习后深感医学的博大精深，医者的伟大。以下是我的学习心
得及一些感想。

通过学习中医学，我对它有了个初步的了解。中医药学有着
悠久的历史，是我国人民在生活、生产以及同疾病斗争实践
的经验总结。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内容。是我国宝
贵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人民的健康和中华民
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古以来，行医者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将“大医精诚”封为
圭桌，更以行动诠释着，他们以德养性，以德修身，德艺双
馨，正因为他们毕生恪守着这样的信念，才真正成为历代医
学家和百姓敬仰的伟大先师。“精”为先，“诚”为辅，只
有具备“精诚”着，可承大医之名，“精”于高超的医
术，“诚”于高尚之品德。纵观慢慢中华几千年医学历史，
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扁鹊济世救人，敢于直言：华佗
施人道不分贵贱：叶天士谦逊好学承先启后重树医德。他们
撰写的每一篇医案谨慎真实让我懂得实践真理的统一。医者
中的智者应是众智者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们担负着挽救生命
和发扬中医的双重责任，每一篇医案便是他们留给后人们最
好的纪念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学习这门课后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希望老师可以看看。

有时候，对我们这种初学者授以长篇大论的医学知识其实我
们是吸收不了的，比如我相比之下更喜欢看一些图片啊，实
时的医学视频等，可以提高大家的兴趣。所以建议老师可以
在讲课中给我们加一些相关视频，或者相关图片及新闻以此
来提高学生的兴趣。其实在很多时候，不论是我们的这个专
业还是医学专业学生都会多少有些迷茫关于我们学习的这些
知识可以用到哪儿，如何可以让他们运用得更好，希望老师



在讲课时可以为我们指点一下。还有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兴趣，
加深对中医学的印象，老师可以在课程的初期给我们放一个
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引入到课程内，或者实践教学，其实我们
非医学类专业的学生也想过把医生瘾，老师可以实际教我们
如何把脉，如何辨别疾病的发生之类的，而医学专业的学生
可以提前实习。

以上是我对这门课的感想及建议。

众所周知，中医是中国几千年唯一的医学，中国人民几千年
来的防病治病靠的是中医，中医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繁衍
昌盛，几千年来的保健事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医与西医在专业技术上各有所长，各有优势和特点。西医
的优势在于精密仪器的检测、高超的外科手术、复杂的器官
移植、先进的抢救手段等。而中医的优势恰恰是西医薄弱的
方面，中医的辨证施治既准确又灵活，奥妙无穷，对诊治许
多疾病，有其独到的特点。如对功能性疾病的诊治，退行性
疾病的诊治，病毒性疾病的诊治，痰饮淤血病的诊治，疑难
病证的诊治等尤具优势。人民群众对中医中药的认识比较深
刻，有相当多的人群喜欢中医中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进
化，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要求在不断的提高，中医中药的治病
之本、调理、滋补功能就显得更加迫切需要了。

中国人的传统认识是中医越老越吃香。一个年龄大的中医，
尽管本事平平，都可以称老中医，甚至夸大一点称“名老中
医”，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医是终身制的职业。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学好中医呢?《扁鹊仓公传》
云：“人之所以病病疾多，医之所以病病道少”，这说明中
医难学。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又说：“学医不精，不若不学
医”。

学中医诚然难，学精则更难。但既学医就必须学精，至少要
确立“学精”这样一个奋斗目标，方能学成一个好中医。怎



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根据我个人学医的体会，主要在于两
点：一要认真读书。中医的书籍，用“汗牛充栋”来形容，
尚嫌不够。读中医的书，不仅要读懂、弄通，而且要熟读、
熟记，对许多重要的内容甚至要熟背。比如中医诊断学、中
医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温病学、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若要有高深的理论功底还必须学好
《内经》。读中医的书，要善于融会贯通，中医学的理论均
源于《黄帝内经》，中医的各科临床，均源于历代医家的经
验积累和实践总结。

举例说吧，比如学《伤寒论》，不仅要与《金匮要略》相融
合，还要上与《内经》相联系，下与《温病学》相联系，此
外，还要与内科学、方剂学、药物学、诊断学相联系。比如
《伤寒论》的少阳证，这个少阳证就出自《内经》的《素问
热论》。《内经》的少阳证只限于少阳经脉症状“胸胁痛而
耳聋”，而《伤寒论》的少阳证则为半表半里证，胆火上炎，
症见“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
饮食，必烦喜呕”，用小柴胡汤主治。再联系温病学中亦有
一个邪郁少阳证，寒热类虐，心烦，口渴，脘痞，舌苔黄白
而腻，用蒿芩清胆汤主治，系湿热郁闭少阳。如此联系比较，
自然融会贯通。

我是学中医出身的，如果你是想进医院，拿医师资格证，成
为一个中医临床医生的话不防自考去实现，但是现在的就业
形式对自考来说是不太合适的。如果你是为了兴趣，并不以
此作为谋生手段的话，我可以推荐几本书你看：首先是《中
医基础理论》这是必看的，这是基础，是你踏入中医殿堂的
铺垫。

必须认真的掌握。其次是《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
学》这些是临床基础，也是必看的。中医基础血扎实了，学
这些可以比较轻松，尤其是诊断。学中医其实就像走路，一
条道，分几条岔路，等你完全掌握之后你会发现任何一条岔
路都能帮你达到目的地。再次就是中医的各个临床应用的了如



《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
学》等等，值的一提的是《针灸学》很有用的，就算给自己
保健也是不错的。

最后如果想拓展，学习古代的中医专著则《医古文》要看，
前人的精华太多了，如：《皇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丹
溪心法》《景岳全书》《脾胃论》等都可以看的。

20__年6月11日至6月12日，我有幸参加了四川省护理学会在
成都举办的护理管理暨中医护理技术培训班。十分感谢领导
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护理管理和中医护理技术方面有了新
的认识和理解。

这次培训，由四川华西医院护理部主任成翼娟老师、四川省
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温贤秀老师等8位护理专家亲自授课，学
习了包括20__年优质护理标准解读、质量控制新标准解读、
持续改进护理质量实现患者和护士体验双赢、静脉输液质量
管理、护理安全用药管理、中西医结合护理在疼痛管理中的
应用、多种中医护理技术在糖尿病足防治中的应用等多方面
的知识，通过此次培训，我对护理管理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能够掌握护管的工作思路、基本方法和管理手段，能
合理有效的运用一切资源;此次培训还使我对护理技术的要求
更加规范明确，能够以病人需求为导向，按照护理程序的方
法，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维护和促进病人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不断提高护理服务水平和服务技术，让护理质量持续
改进。

两天的培训，使我感受到了护理前辈们对护理事业的专注、
执着及无私奉献，学习到了前辈们的专业品质、敬业精神、
人文素养，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省护理学会、各位护理专家
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以及我们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绵阳
市中心医院的一名护理工作者，必须要不断学习、不断思考、
不断前进，为进一步提升我院的护理质量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基层常见
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实施方案的通知》的相关精神，
积极响应省、市、区卫生行政部门关于开展中医适宜技术的
推广培训的号召，推动中医药服务“进农村、进社区、进家
庭”，充分发挥中医药适宜技术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优势和
作用，我院精心安排，周密部署，首次开展了凉州区中医适
宜技术护理培训班，现将培训情况总结如下：20__年5月26日，
我院申请的省级继续教育项目《中医适宜技术护理培训班》
在我院六楼学术厅隆重开班。

此次培训班邀请__省中医院护理部主任__、护理部副主任__、
武威市护理学会、__市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王淑文、武威市
中医医院__以及__区医院等院内外中医护理方面的专家，就
中医特色护理技术概况、护理查房、患者安全管理、小儿推
拿、拔罐疗法与刮痧疗法、中药的熏洗疗法、湿敷疗法和冬
病夏治贴敷疗法等中医护理实用技术进行了讲授，受到了220
名年轻医务人员的热烈欢迎。中医适宜技术，尤其是成熟的
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在医院的各类工作中日益重要。中医适
宜技术的推广近年来使各医疗卫生机构从中受益匪浅，发扬
光大势在必行，中医适宜技术的合理运用解决了过去传统中
医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符合人民群众对中医中药的健康需
求。中医药适宜技术作为祖国医学的宝贵财富受到主管部门
的重视，也受到了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的欢迎。此次培训班
的开展，为我区的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开辟了新的局面。

一、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健全中医药服务网络

由区卫生局组织发起的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培训对象为区
属医院，乡镇卫生院、分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临
床工作的人员。当前，中医药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和挑战，要振兴中医，实现科学、快速地发展，首先要弄
清自身的优势所在，而中医药适宜技术就有着十分明显的特
色优势，让基层医护人员掌握中医适宜技术，提高中医药服



务能力，强化中医药服务网络。

二、凸显中医药“简便廉验”特色优势，强化惠民措施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在农村、在社区、在基层。因此，中
医适宜技术推广工作的首步就是要做到医疗服务价格、质量、
效果、态度、便捷、安全等全方位的综合的便民惠民，也就是
“简便廉验”。通过适宜技术培训，学员们不仅掌握了应用
推拿、按摩、拔火罐、针灸、简便中草药等中医适宜技术在
临床方面的应用，而且对于全面提高学员所在农村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中医药专业技术水平起到很大作用。

三、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培训班对学员的悉心辅导，不仅使学员的技能得到提高，而
且对活跃中医的诊疗气候，弘扬中医特色，传承中医药传统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减轻了患者的
负担。此次培训班通过对中医特色的概念诠释以及中医特色
护理过程中需遵守的原则，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辩证维
护、独特的中医临床操作技术与护理方法等特点。

同时，在农村和城市大力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对进一步完善
城乡中医药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与优势，提高中
医药服务能力，全面加强农村和城市社区的中医药工作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