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和医事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协和医事读后感篇一

协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原北京协和医学堂基础上创立，
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成为西方医学在中国发展的鼎盛和
巅峰，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医疗系统，大部分学生在未来的从
医生涯里推动了中国的西医发展，治学严谨，提倡精英教育，
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并重。它在教育、医学领域取得的成就，
应当引起现在社会的思考，在面对医患矛盾层出不穷，社会
医疗体系改制迫在眉睫的今天，如何去培养医生，以期提高
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障。

担任医学生辅导员的三年多时间里，深深感受到，医学生们
从高考中走出，又重新进入新一轮不间断的考试，不说学富
五车，起码要学的书就要五车，每一学期末发教材，体弱女
生沉得都无力提起，内外妇儿、八大系统、解剖、生理、生
化、病理……基础考、临床考、毕业考，三大综合考试，座
座大山，想穿上白大褂还需经历医师资格考试，近来又提出
要进各基地医院轮转，本三年硕两年博一年，如此沉重之学
业，和其高中同学四年本科毕业即投入社会熔炉相比，医学
生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必然更多，除了普世的救死扶伤理
念之外，这一切理应得到社会给予的尊重和理解。八年求学
路漫漫，学生却不知自己八年后的社会角色是什么，看到一
幕幕的医生被砍事件，一部分学生开始退怯，医生都已经成
为高危职业，社会的诚信还能靠什么去支撑。

多年前的梦想，自己也是一名身穿白大褂的临床医生，无幸



而从，命运将我被迫地“弃医从文”，只是对于医生职业的
情愫一直都没有变，多年后有幸进入医学院担任辅导员，在
这里和医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学习，新学期担任大一新生的辅
导员，个人觉得应该更多地参与课程教学，做一个梦里的医
学生。

尤其是新生更有必要读一遍《协和医事》，这是一种那个时
代里的象征，进入学府，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被浸润其间，
要有归属感，要有使命感，要有幸福感，告知新生的同时，
同样也警醒自己。

协和医事读后感篇二

“协和”号超音速客机

“协和”客机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在航线上运营的超音速商用
运输机。与它同时代的图-144客机早已退出了竞争。“协
和”号是原英国飞机公司（现并入英国宇航公司）和法国宇
航公司在60年代合作研制的一种四发超音速旅客机，1969年
初试飞，1975年底取得两国适航合格证后开始投入使用，至
今已经25年了。

“协和”号安装4台“奥林帕斯”593mk610涡轮喷气发动机，
单台推力169.32千牛。采用无尾布局，细长三角翼，机翼前
缘为s形，前机身细长。这样既可以获得很高的低速大攻角升
力，有利于起降，又可以获得低的超音速波阻，有利于超音
速飞行。同时为了改善起降视野，机头设计成可下垂式，在
起降时下垂一定的角度，巡航时则转到正常状态。由于“协
和”号设计于60年代，所使用的技术只能代表50年代末和60
年代初的水平，所以存在着两个重大的缺陷：一个是经济性
差。“协和”号飞机的客座少，标准客座为100，最大客座
为140；航程较短，最大油量航程7000多公里，最大载重航
程5000公里；也就是说它只能勉强横跨大西洋，而不能横跨
太平洋，这就限制了它的使用，从而降低了它的'经济性。英



国和法国两国的航空公司在“协和”号的运营上每年亏损4
－5000万美元。二是起落噪音太大，致使世界上绝大部分国
家都不让它起落。目前，“协和”号的定期航班中除了伦敦
－纽约，巴黎－纽约的每日往返飞行外，其它都已先后终止
了。

“协和”号于1979年停产，总共生产了20架，其中2架原型机，
2架预生产型和16架生产型。除了2架生产型用于试验，英航
和法航各有7架，后来法航1架退役。7月25日，法国航空公司
的一架“协和”号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后两分钟坠毁，机
上所有乘客和机组成员全部遇难。但是从飞行安全性来
看，“协和”号还是非常安全的，到底，总共安全运营了24
年。

虽然“协和”号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由于其高速特性，
仍然成为往返于美国和英法两国之间的工商界、政界高级人
士，投资银行家等人的最佳交通工具。

尺寸数据：

翼展25.56米，机长62.1米，机高11.4米，机翼面积358.25平
方米。客舱长x宽x高39.32米x2.63米x1.96米。

重量及载荷：

空重78700千克，最大商载12700千克，最大起飞重量186065
千克，最大着陆重量111130千克。

性能数据：

最大巡航速度m2.04，海平面爬升率25.4米/秒，最大载重航
程5110千米，起飞距离3410米，着陆距离2220米。

噪音特性：



起飞噪音119.5分贝，侧向噪音112.2分贝，进场噪音116.7分
贝。

协和医事读后感篇三

这个社会需要法制与法治，拒绝煽情式的声讨与挞伐。一个
行业整体形象的沦陷与坍塌，不言而喻，这与我们整个民族
精神的殇逝密切相关。真正的弱者到底是谁，他们的愤怒积
蓄了多久。群众痛恨一个群体，尽管这个群体中有人付出了
代价，对个体是残酷和不公的，但唤不起一个行业的半点思
考与自律，他们的代价便是无对价。

一个乖戾之气充盈的社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弱者，甚至弱
者与弱者之间的戕害更触目惊心，揆诸现实，愈演愈烈的暴
力，有谁思考在前的殷鉴？每个行业都希望严刑峻法来保护
自己，最终谁也得不到保护，重庆之乱历历在前。

口诛笔伐去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在目前中国之现实，终究有
一些效果，但同时会掩饰许多真相，夸大强弱对比，最终模
糊了群众的判断，一种不公最终转换成新的不公，燃起新的
仇恨，不可避免的新的血腥。

无信仰埋葬了道德，不公平湮没了良知，如今，官贪民刁，
司法的黑暗、经济的诈骗、教育医疗的紊乱、小商小贩的阴
暗、农民割据似的强占，等等，在一个人人都被定义为坏人
的社会，比的只是谁更坏。

所谓的几千年的文明，就象我们民族的图腾，一种本不存在
的镜像，有时威风凛凛，有时却狰狞煞煞。缥缈成虚无。

曾经的十年，和谐的社会被证明为胡言乱语，承诺的青山最
终是温婉的忽悠。靠道德去建设一个社会，最终是人人不道
德，唯有法制与法治，方能让人人都道德。



希望于个人，能做好事时做点好事，能做坏事时不要做坏事，
于浓浓的雾霾下，找寻一点清新。

协和医事读后感篇四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这时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哦。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协和医事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楼主说，这书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如果有兴趣可去买。
很遗憾，我没有做到。我舍不得删。这书，好；这书，有感
情；这书，不只是书，还是情感的传递。

协和医事，看完也没有究竟没有说过医术，用里面的话说，
医生有两个高峰，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医德。老协和的医
生就是拥有双高峰的医生，就是现在所需要的能够处理医患
关系的医生。不谈他们，他们是我们所需仰望的，却不可再
企及，至今我也没有遇到过所谓双高峰的医生，也许这并不
能埋怨自己的运气不佳，也许这个国家对这些人也是可遇不
可求了。不是我对医生绝望，也不是医生的医德不够好，只
是在这种医疗环境下，治病的医生有，治病人的医生不敢有。
这就是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常有，却没有成为的千里马的
条件。千里马，我也知道，也承认，我不是一匹千里马，所
以我倒愿意自嘲一下，我不是一匹马，哪来千里马。想想以
前协和医学院是怎么一回事，老师比学生多，能够想象吗？
再想想，平均下一年只是培养不到20个医学生。这是一个什
么概念，放到现在的社会，老师比学生多，一年毕业不到20
位医学生，那不是浪费资源吗？那么多农民子弟，为什么你
老师就不教多几个学生，教出来的医生多了，也好造福社会，
我们国家医生比例在世界上还是倒数的呢。这是善意的建议，
也是可以理解的。



或许吧，某些人以为一个老师带的学生越多，就越能造福社
会，允许我从好的方向想，总不能把我原本没有机会读大学
的机会现在得到了，倒去说他们的'坏话，所以，大学该扩建
扩招，一个班只要教室允许，多少人也无所谓，越多越好，
我就是在这种上大学最容易的时候考上了大学，成为一名医
学生。我们班多少人，说出来一直是让人惊讶，也让那些没
有读过大学的人心里爽了一把，原来大学还可以这样快餐式
啊，真正地适合时代的发展。我们班到底有多少人，想想读
书时候我们最大的教室能装多少人，大概就是那个数了。人
多力量大啊。

说回协和，协和正因为小而精闻名。协和出来的不仅仅是医
生，是医学家，是心理学家，是学者。协和影响的不仅仅局
限于协和这个地方，不仅仅只是北京，而是全中国。当时这
么小小的一家医学院，却能引导一个大国的医学走向。这应
该值得某些人思考。

不谈某些人，在现在这个社会，不管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医
学生，总免不了让自己去想想愿景，现实实在是有差距。谈
谈我自己。曾经我对医生这职业是没有抱有一丁点兴趣的，
后来由于某些缘故，我选择了医学。到了这大学来求学，这
里的外在环境真的是出乎意外得好，整洁，宽敞，干净，相
对来说，内在环境就相去甚远。我也承认，我这个人的惰性
是随环境而波动的，这里让我的惰性呈指数性成长，远远大
于我的积极性。

书上说，老协和的那些老医生相当怀念在老协和的日子。虽
然在那里，他们的脸被人嘲讽为“协和脸”，缺乏阳光，缺
乏笑容的脸，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但是他们在病人面前，
又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笑容可恭，认真负责。现在，医院
的我们，恰恰跟他们相反，我们在病人前才是有一张“协和
脸”，情何以堪。

虽然以后我也不见得有什么成就，但起码我现在的梦想，当



真是踏踏实实地成为一名好医生。但愿一路上没有阻扰，而
且有一批志同道合以兄弟相称的朋友。

协和医事读后感篇五

其实是先想到后读的。自从我知道了301医院曾经是协和系统
的医院以后，我突然意识到，西医的博大精深。看看我们国
内最好的几家医学院，其实都是有西方人直接过来开办的底
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协和医科。当年办校之初，暂时不提谁
出的资，只说办学的目标：建立一所中国最好的具有世界水
平的医学院。它的确做到了。第一任校长是一位当年只有28
岁的美国医生麦克林。在组建这个医学院的时候，真是任人
为贤。事实证明，懂事会没有选错人。六年之后回国，这位
当年年轻的大夫任职芝加哥大学医学院院长和内科教授。(不
再多述他的事情，这里只作个简短介绍)。协和医科自从新中
国接管以后，就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与西方的医学界有直接的
联系了，可是协和医科培养出来的大夫们，在新中国成立后，
为北京市甚至全国的医疗机构的建立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和
普及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今天，协和东院，西院(301)，
都是中国西医的最高水平代表。

我为什么在看了不少中医书，发现祖国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
以后，开始说西医博大精深?因为了解。或者说，真正开始了
解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这个土地上的文化科学技术等等
一切，是在不断的吸收外来的成就和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
的，其实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我们和他们，
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中国文化没有吸收并蓄的能力，就不
会有一个延续的发展和灿烂的文明历史。而我们看到的，恰
恰是个灿烂的文明史。西方文化，也是具有吸收并蓄能力的
文化，并且这个能力非常强劲。也许任何一个文明在某一个
时期，都会像海绵吸水一样贪婪地吸收外面的东西。也会像
春天的万物，勃勃生发。我只想看到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展
现出如此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