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读后感(优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
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医学读后感篇一

我觉得学习《伤寒论》，注意其方证很重要。《伤寒论》的
主要方证源自《汤液经法》，其主要内容是继承和发扬、论
述了这些方剂的组成和其适应证。分析《伤寒杂病论》，其
主要内容是六经辨证和辨方证，尤其注重辨方证，近代经方
大师胡希恕曾提出：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是在强调经方理
论的特点。

《伤寒杂病论》对每一个方证，论述非常精详，既说明其主
要适应证，也详述其禁忌证及类似证、鉴别证。例如《伤寒
论》就有20多条提到桂枝汤，对一个方证论述如此精细，是
在告诫后人辨方证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诉人们，在辨方证时，
要注意到证的病位在表、在里，还是在半表半里，证候的病
性属阳还是属阴。如《伤寒论》第56条：“伤寒不大便六七
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
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第164条：“伤
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
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
泻心汤”。

学习《伤寒论》，药物的煎煮法也很重要。就拿麻黄而言，
《伤寒论》中用到麻黄的方剂共有7首。7方用麻黄虽皆是先
煎，但先煎之中还有略有差别：一是麻黄汤、葛根汤、小青
龙汤等，都是“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二是桂枝麻黄
各半汤、麻黄升麻汤等，都是“先煮麻黄一两沸，去上沫”;



三是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中“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

由上可见，麻黄在不同的方剂中的煎煮时间是不一样的，也
就是说对于不同的病症，仲景采取了不同煎煮法以使药物达
到最好的疗效。茯苓要先煎的很少见，但是在《伤寒论》中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后却明确指出：“上四味，以甘烂水，
先煮茯苓，减二升”。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
节奏的加快，古老的中药煎煮法似乎已经过时了。现在通常
都是用机器煎煮，虽然省事省时，但是药物都是一股脑地投
下去了，先煎、久煎和后下的不同效果就很难体现了。也有
患者在自己家中煎煮，这样虽然能够区分先煎、久煎和后下，
但是即便是先煎，如上所述，也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恐怕
很少有患者能够掌握。

今人为了省事，煎煮中药时大都一概等同视之，虽然煎煮省
事了，但是中药的效果却大大降低了，以前吃三剂就能好的
病，现在也许要吃上七剂，中医的疗效也就无从保证了。仲
景当年写书时尚无纸张，故《伤寒论》中语言比较简练，但
是为何在煎煮法上，仲景花如此之多笔墨?由此可见煎煮法之
重要性。

医学读后感篇二

一、答辩问题

1、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

2、研究这个课题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3、全文的基本框架、基本结构是如何安排的?

4、全文的各部分之间逻辑关系如何?

6、论文虽未论及，但与其较密切相关的问题还有哪些?



7、还有哪些问题自己还没有搞清楚，在论文中论述得不够透
彻?

8、写作论文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对以上问题应仔细想一想，必要时要用笔记整理出来，写成
发言提纲，在答辩时用。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临阵不慌。

二、答辩技巧

学生首先要介绍一下论文的概要，这就是所谓“自述报告”，
须强调一点的是“自述”而不是“自读”。这里重要的技巧
是必须注意不能照本宣读，把报告变成了“读书”。“照本
宣读”是第一大忌。这一部分的内容可包括写作动机、缘由、
研究方向、选题比较、研究范围、围绕这一论题的最新研究
成果、自己在论文中的新见解、新的理解或新的突破。做到
概括简要，言简意赅。不能占用过多时间，一般以十分钟为
限。所谓“削繁去冗留清被，画到无时是熟时”，就是说，
尽量做到词约旨丰，一语中的。要突出重点，把自己的最大
收获、最深体会、最精华与最富特色的部分表述出来。这里
要注意一忌主题不明;二忌内容空泛，东拉西扯;三忌平平淡
淡，没有重点。

在答辩时，学生要注意仪态与风度，这是进入人们感受渠道
的第一信号。如果答辩者能在最初的两分种内以良好的仪态
和风度体现出良好的形象，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人将
人的体态分解为最小单位来研究(如头、肩、胸、脊、腰等)
认为凹胸显现怯懦、自卑，挺胸显示情绪高昂―但过分则为
傲慢自负;肩手颈正显示正直、刚强，脊背挺拔体现严肃而充
满自信。但过于如此，就会被人看作拘泥刻板保守，略为弯
腰有度，稍稍欠身可表示谦虚礼貌。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其
所具风度姿态，即使全场有肃然起敬之心，举动格式又须使
听者有安静详和之气”他的这番金玉良言，对我们确实有很
大的启发。



在听取教师提问时所要掌握的技巧要领是：

沉着冷静，边听边记

精神集中，认真思考

既要自信，又要虚心

实事求是，绝不勉强

听准听清，听懂听明

在回答问题时所要掌握的技巧是构思时要求每个问题所要答的
“中心”“症结”“关健”在哪里?从哪一个角度去回答问题
最好?应举什么例子来证明?回答问题的内容实质上是一段有
组织的“口头作文”。这就要一、文章应有论点、论据。二、
有开头主体与结尾。有条理、有层次。四、应用词确当，语
言流畅。五、应口齿清楚、语速适度。开头要简洁：单刀直
入，是最好的开头，开门见山地表述观点，在答辩中是最好
的办法。主体部份的表述可条分缕析，即把所要回答的内容
逐条归纳分析，实际上是对自己掌握的材料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地做整理。这样的表述就不会流于表面，而能深入本质。
条分缕析可以把自己掌握的一些实际例子合并，整理成若干
条目，列成几个小标题：分成几点，一点一点，一条一条地
说出。满碗的饭必须一口一口吃，满肚子的道理也必须一条
一条讲出来，环环相扣，条条相连，令人听完后有清楚的印
象。假如在准备的时候已经准备了一个较完整的提纲，那么
沿着回答问题的主线，再穿上一些玉珠(举例子)就可以做到
中心明确，条理清楚，有理有例了。

作为将要参加论文答辩同学，首先而且必须对自己所著的毕
业论文内容有比较深刻理解和比较全面的熟悉。这是为回答
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就有关毕业论文的深度及相关知识
面而可能提出的论文答辩问题所做的准备。所谓“深刻的理



解”是对毕业论文有横向的把握。例如题为《创建名牌产品
发展民族产业》的论文，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可能会问“民
族品牌”与“名牌”有何关系。尽管毕业论文中未必涉
及“民族品牌”，但参加论文答辩的学生必须对自己的毕业
论文有“比较全面的熟悉”和“比较深刻的理解”，否则，
就会出现尴尬局面。

范文：

尊敬的各位老师：

您们好!

我叫***，来自**班，学号**，我论文的题目是
《**********》。本篇论文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在
这期间，*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
我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我非常感谢她一直以来的精心指
导，同时也对各位评审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参与
论文的审阅和答辩表示不胜感激。下面我就把论文的基本思
路向各位答辩老师作如下简要陈述：

一、选题缘由

选择本课题作为我论文的写作题材的原因如下：******

二、资料收集准备工作

选定题目后，为了完成论文，我进行了资料收集，拟定提纲，
论文初稿、修改、定稿等一系列程序。在毕业论文的准备和
写作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的***方面的相关书籍和学术期刊
论文，这得益于我们学校图书馆丰富的参考书籍和中国学术
期刊网中的专业论文。

三、论文的结构和内容



本文共分成*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

第二部分主要******

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

第四部分是******

第******

本篇论文已经完成，还有许多的地方需要更全面的改进，但
总的来说，在撰写的过程中，我真实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也
积累了不少经验，更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但由于个人
能力不足，加之时间和精力有限，在许多内容表述、论证上
存在着不当之处，与老师的期望还有差距，许多问题还有待
进行一步思考和探究，借此答辩机会，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提
出宝贵的意见，指出我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将虚心接受，
从而进一步深入学习，使该论文得到完善和提高。

我的答辩自述完毕，谢谢各位老师!

最重要的是大方得体

当然态度的背后,是你要自信,无论知识还是答辩前的准备

首先,向老师,同学问好.自我介绍:哪个专业哪个班

再介绍自己的题目,选题的原因,收集资料的来源,所费时间

再介绍自己的框架,分几部分论述

再具体介绍每部分内容......



注:

1.如果天热论文多,向老师辛苦表示下慰问,会有感情分

2.提前打听下同组同学有相同题目否,撞车的话，如你次序在
后,就要相当认真的准备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和系统存在的不足。

这篇论文的写作以及修改的过程，也是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
知识与经验缺乏的过程。虽然，我尽可能地收集材料，竭尽
所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论文写作，但论文还是存在许
多不足之处，有待改进。请各位评委老师多批评指正，让我
在今后的学习中学到更多。

谢谢!

医学读后感篇三

这一切曾经像喝星巴克一样很流行！

之前看历史看到拿破仑的头发里检测到含有大量的水银，所
以历史学家都怀疑拿破仑是被毒死的。

直到我今天读到医学史，才发现那个年代甘汞（含有水银）
基本上是包治百病的神药，是不会被凶手用来杀人的，就像
美国人不会拿止痛药去毒死人一样。

到了1899年，拜耳公司每年人工合成1吨的海洛因，做成口服
药片、药粉、药水以及糖衣含片，行销全球。拜尔称其能治
疗肺结核、哮喘、感冒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咳嗽。广告
称：“海洛因能提亮肤色、清醒头脑、调节肠胃，真是健康
的完美领路者。”很多医生都因为海洛因没有成瘾性而举杯
庆祝，畅饮这种真正的补药。而且，幸运的是，“没有让人



上瘾的危险”。

很多著名作家都是喝了含有可卡因的酒而灵感迸发

马里亚尼酒大获成功，成功得令人瞠目结舌。10%的酒精加
上8%的可卡因提取物，怎么会不成功呢。

这种酒得到了很多社会名流的推崇，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19世纪末的文学繁荣：亚瑟·柯南·道尔、儒勒·凡尔纳、
亚历山大·仲马、亨德里克·易卜生和罗伯特·路易斯·史
蒂文森都是这种酒专一而狂热的饮用者。

可口可乐的发明者彭伯顿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南部联邦的中校，
在一次骑兵冲锋中差一点就丢了性命。当时吗啡作为止痛药
广泛的在战争中使用。

在康复期间，彭伯顿和很多南北战争中的士兵一样，都染上
了吗啡瘾。但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彭伯顿本身是一个药剂师。
因此，他有很多种药物和草药的采购渠道，并用这些药物和
草药来做实验。康复之后，他继续寻找以及调制一种能替代
吗啡的止痛剂。你懂的，一种鸦片含量少一些的药。很快，
他就调配出美国本土制造的能代替法国古柯酒的东西。他将
这种含酒精、可卡因的饮品带到亚特兰大销售。他配出的这
种冒着气泡的可爱饮品，名叫可口可乐。

半个世纪之前，医院通常的对于药物成瘾的通用疗法是给病
人注射大剂量的吗啡。然后结果是什么呢？你出院的时候会
成为双重毒瘾患者。

医学读后感篇四

《本草纲目》是由明朝杰出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针在继承
和总结明代以前本草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多方考证，花了将
近30年时间而写成的。它是东方药学巨典，具有“医学之渊



海，格物之通典”的美誉。

读了这本书，我惊奇地发现医学界竟是如此神奇，日常生活
中，一些不起眼的、平凡的物体竟可成为治病的良药。比如
水部中的露水，书中这样注名著，露是阴气积聚而成的水液，
是润泽的夜气，再道旁万物上沾而成的，味甘，性平，无毒，
秋露水凛成夜晚的肃杀之气，宜用来煎润肺的药，调和治疥、
藓、虫癞的各种散剂。想不到吧，平凡的它们，却有不平凡
的医疗作用，相信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平凡的物体等着人
们去发现它们的价值，那将会带给我们另一个惊奇。从这里
我也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生活中注意观察是非常重要
的，它会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发现很多东西，同样也可以
解决很多疑问。再刚刚露水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书中记载的
任何药物，他都有有注明有毒或是无毒，这跟人差不多有善
恶之分，提醒我们用药要注意，就像我们生活中要小心与人
打交道一样。

《本草纲目》里还收集了很多有医疗作用的花草树木的图片，
看了这些图片，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它们有些长得很漂亮，
有些长得很奇特，也有些长得很渺小……它们还解开了很多
疑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生活中，有些我只知道它们的名
称，却不知道它们的样子，比如冬虫夏草、海藻等等;而有些，
我只知道它们的样子，却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又比如金毛狗
脊等。这样一来，我有增长了对植物的见识。在这里我也给
自己提了个醒，那就是，对事物的了解和对问题的认识，不
可以不清不楚，那样，就会使心中的疑惑越积越多，不知道
到哪天才能解开，或许永远都不会解开。

《本草纲目》它又是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书。读完了它，每
一次的回味都能让人懂得不同的道理，懂得了这些道理，就
让人有方向的前进，把这些道理当作做人的原则，让自己的
思想变得更加成熟。



医学读后感篇五

科技节又来啦，那么我这个“小小神医”又要出现啦!“小神
医”今日推荐大家读的是《神农本草经》，它是我国古代现
存最早的药物学著作，《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之本，而
《神农本草经》则是药物的经典著作。

中草药知识其实很好玩，《神农本草经》是一本我特别喜欢
的中草药书籍。全书共介绍了365种中草药，将药物按照效用
分为上、中、下三品，为方便我们查阅，又细分为植物、动
物、矿物三部分，详细阐明各药性味、归类、配方及功效，
并附有独一无二的小药方，方便我们对症应用。书中还汇集
了许多医家名言以及中草药的传说与小故事，让我们能够更
加全面地了解中药知识。

我每次读着读着就入迷了，当我读到桑叶也称神仙草，性寒，
味苦，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等功效时，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桑叶不就是给蚕宝宝吃的食物吗?原来还有这样的妙用!难怪
我一感冒，奶奶就会回乡下采桑叶给我煮汤喝!这可是科学秘
方啊!书上还附有每一个症状的配方，我读得可仔细啦，细细
品味每种草药的用处，说不定这些小药方在以后的生活中都
用得着呢!

《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内容丰富，使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向我
们介绍中草药。看着简单明了，对植物的根，茎，叶，花等
部分作了详细说明，使我更全面、更形象地了解了植物、动
物、矿物的各种药用价值，也让我更简单，更轻松地学到了
相关的中医知识。

在科技节中，学校还邀请了一位专家来给我们讲解中医知识，
专家从一个西瓜讲起，告诉我们西瓜的多种功效。我们不禁
感叹：原来西瓜的用处这么多啊!专家还告诉我们，人体是显
微镜，中医可以通过望、闻、问、切这四大步骤诊病。我认
真听了专家给我们的讲解，又对比了《神农本草经》上的知



识，觉得我这个小神医又有进步了呢!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共同了解相关的中草药知识，
人人争做“小神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