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药员工的工作心得与体会 中药
工心得体会(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中药员工的工作心得与体会篇一

中药是一门宝贵的传统医学，历史悠久，治疗效果显著，世
人皆知。我是一名中药工，多年来耕耘于中药工作岗位，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心得体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
在中药工作中所获得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精益求精，不断学习

在中药工作中，尤其是在中药加工制作过程中，对原材料的
处理、药材干燥、提取工艺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我认为精
益求精，不断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不断学习，在实践中
不断改进与提高，才能做到就算是同样的原材料，也能做出
更好的成品。

第三段：注重细节，全面把控

在中药工作中，注重细节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原则。细心
检查原材料的质量是否达标，控制熟化、提取等各个过程的
时间和温度，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设备精心制作，严格检
验成品，这些细节都直接关系到成品的品质。因此，中药工
作必须要全面把控，保证每个细节环节都尽善尽美。

第四段：注重安全，保障健康



中药制作和使用虽然历经岁月，但由于原材料多采自大自然，
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加工过程，如控制温度、调节湿度等等，
一旦出现操作不当，就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对健康造成危害。
因此，在中药工作中，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关注品质，保
障健康，是中药工作的不二法则。

第五段：总结

中药的价值不言而喻，中药工作在这种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
的同时，也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需要中药工们在日常
工作中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我们
中药工作岗位的人，必须肩负起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任，
在工作中发挥出我们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精神，为中药行业的
繁荣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药员工的工作心得与体会篇二

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中药逐渐被人所忽视，身边的很多人
甚至会认为中药只是一些传统的偏方。但是，作为一名中医
学专业的学生，我可以肯定地说，中药是一门深奥而严谨的
学问，其对人体的修养和保健都有着很深的影响。在我的学
习中，我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药强调个体化应用。《古医阴符经》中曾有云“治
病必求本，本在口中耳中”。也就是说，治病的过程需要根
据个人的体质和病情制定不同的处方，而不能一味地按照疾
病的分类来用药。比如说，在治疗感冒的过程中，有些人会
咳嗽，喉咙干燥，这时我们可以使用川贝、洛神花等清热化
痰的药材，而有些人则会出现鼻塞、流涕等症状，这时我们
则可以用草果、薄荷等辛凉解表的药材。所以，中药治疗是
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个体需要不同的调理和调节。

其次，中药强调“治未病”。中医有句名言：“扶正祛邪，
防微杜疫”。中药始终不断地在探索如何保持身体的健康状



态，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治未病”的重要性。所谓“治未
病”，就是通过中药调养身体，使身体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养生茶，其中蜜
枣、山药、枸杞、红枣等药材，就具有很好的益气和补血作
用，可以经常饮用。如果在身体有一些不适症状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中药养生，从而达到缓解症状和预防未来疾病的目
的。

再者，中药注重整体调理。中医的“以整体为观察对象”
和“以治未病为目标”，同样是中药整体调理的基本理念。
中医认为，人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处经络、每一个沟壑，
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在配方的时候，中医师往往会将各种
材料精心地组合在一起，做到阴阳调和、五行平衡，再结合
病情，从整体上对身体进行调节。因此，中药在治疗疾病的
同时，也可以体现身体调养和增强身体免疫力的作用。

最后，中药强调感性体验。中药材的质量状况很重要，在学
习中，我们经常需要去识别、区分各种草药的品种和功效。
这需要我们多去接触、观察并与之沟通，去感受它的质地、
气味、味道、颜色等生理特征。通过不断的感性体验和理性
思考，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医学的原理，把这些理论转化
到实际应用中去。

总之，中药是一门比较复杂的学科，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深入
学习和体验。我们需要不断开拓视野，了解世界各地的中药
文化和习惯，去融会贯通、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处方，才
能发挥中药的最大效应。中药学上“以病为本，辨证施治”，
而中药学的人生哲学是：以此修身，以此养心，以此增长智
慧，以此安泰长久。

中药员工的工作心得与体会篇三

在学习了两年中医课程之后，我渐渐意识到中医基础理论是
讲述中医如何思考的，中医诊断学是讲述中医如何看病的，



中药学和方剂学是讲述中医如何治病的，这四门课程理法方
药环环相扣，构成一个中医学生对中医的完整认知，也构成
一个中医医生看病的的全过程。思考可以是多角度、多层次
的、多广度的，诊断可以是多方面的，中西结合似乎是现代
临床。的趋势，而治疗更可以是多种的。针灸推拿作为一种
在国际上更为被认可和广泛通行，更有甚者认为扎针就是中
国。除了在学校学习之外，我更希望可以实际操作一下，通
过实践加深理解，以丰富我的中医素养。于是，我到我们当
地中医院针灸科见习三周。

到针灸科的第一天，这与我在学校所见到的针法有所不同。
我在学校所看到的只有下针，过20分钟之后起针。而在这里，
我了解到医生会根据病情的不同，选穴组方，如同我所熟悉
的组药成方一般，再一一施针，同时要配合上电疗机以代替
医生间断行针来给病人持续有效刺激，再加上烤灯给针扎处
强有力的渗透治疗。此外还会根据病情的不同，加以或推拿
按摩、或艾灸、或拔罐等来辅助治疗，以使病人尽快缓解病
痛，达到康复的目的。

在实际操作中，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电疗机的连接。根
据不同病情给予不同波形，如一般情况下是连续波，而对于
初期面瘫、腹部因肚凉二扎针者就不需要用电疗机，中后期
的面瘫患者则需要给予疏密波;根据施针部位不同给予不同的
连接方式，如上肢、脖子、背部、腰部一般同侧连接，不可
跨越心脏，而下肢可以在同一条腿上横向连接，是膝关节疼
痛处更应如此连接;根据病人对针跳动的耐受程度给予不同大
小的电流刺激，如年老体弱者、女性、小儿一般用较小的电
流，而体格强壮之人或疼痛部位日久麻木者就要给予较强的
刺激，电流大小要以病人可以耐受为好，不可太大以使扎针
处感到疼痛而不可忍受，也不可太小已起不到治疗效果。

此外，还应间隔一段时间询问一下病人感受来调整电流大小。
同样，烤灯的摆放也需要根据施针部位、病人耐受程度来灵
活调整。看到老师们的治疗过程，我也深切感受到要一病人



为中心，以病人为学习对象，不断调整自己的治疗方式手段。

除此之外，我也学会了一些推拿手法，经过练习，在爸妈身
上得到较好的效果，使其疼痛减轻，身体轻松。拔火罐、熏
艾条等这些我早已熟识的方法也有机会大展身手。大椎放血、
梅花针放血，耳穴压豆等只听过没见过的治疗手法也得以见
识，可以说在针灸科的见习让我对中医有了更加立体丰富的
感知。

暑假见习期间正值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好时间，我也有幸
参与到三伏天的贴敷工作中。早上不到六点钟，科室还没有
开门，已有不少病人来准备贴敷。我们立即展开工作，把一
卷卷医用胶布撕成分别适合大人小孩两种大小的正方形，准
备待用，根据每一次贴敷位置的不同，依次选穴，扎梅花针，
拔罐放血，再放上小药丸，贴上胶布，就可以了。如有鼻炎，
还要带上两个药丸，每晚各贴印堂一次，连贴两天。小孩一
般不用扎梅花针，身体强壮的、年龄较大的可以拔罐，年龄
较小的可以直接放药丸贴胶布。

有些病人对医用胶布过敏，可以用麝香壮骨膏等膏药代替，
贴敷24~48小时就可以撕下来，期间尽量少出汗，以防止胶布
不粘而掉下来。三伏贴用于治疗鼻炎、哮喘、气管炎、支气
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小儿体质弱易感冒，一般三年
为一个疗程。有些病人三年就好了，好了之后也可以再贴以
加以巩固效果，而有的病人甚至贴了一年就病愈，不再复发，
不少小朋友贴了之后冬季感冒次数也大大减少，这些都证明
三伏贴是有确确实实的疗效的。

在见习期间，通过阅读一些与医学相关的书籍，我了解到中
国最顶尖的医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就一直坚持医教研三位
一体模式，医学生进入协和后要经过八年学习，十余年住院
医师的培养才可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合格医生。而现在，我正
处于医这一阶段，应该不断加强学习，向书本学习，向老师
学习，向临床学习，向病人学习，已得到知识、能力，形成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双方面的素养，努力进步争取早日成为
一名合格的临床中医生。

中医是有用的，它带给人们以健康，帮助人们减少病痛，并
且在在现代社会中做出了适应性的改变，我相信这样的科学
不会消失，因为有一代代的学子在学习、教授、研究它，有
越来越多的病人在选择相信中医，这也激励着我们更好的传
承它，发扬它。

中药实训心得体会2

五个月实习生活中，有疲累也有无奈，有时脚磨得起泡，有
时忘记吃饭，有时为病患间的不适而烦恼，但渐渐地随着实
习生活的深入，我们开始懂得这一份责任在我们肩头的重量，
间或会出现有些病患的不理解，我们的操作会让他们疑虑和
担心，但生活的很充实却也独立孤寂，没有电脑，没有电视，
好朋友们也已“四分五散”;生活的现实与梦想就像一个个被
充实盈彩的泡沫，有着一份期待，也有着一份破碎的沉重。
短短的十个月，让我懂得生活或许就是这样，有苦才能体会
到甜的味道，才会懂的珍惜!

在神经内科实习的时候，高竹霞老师给我的印象最为深
刻，170的个子，挺着怀有8个月多的小baby还坚持着上班。
她干活麻利，动作漂亮，操作规范，有时操累到双脚都水肿
了，但依旧每天笑呵呵的，并没有那些孕妇的矫情。这就是
护士的一种精神，不管怎么样都坚持在岗位，把病患放在第
一位，有时我也感觉很大的压力，护士确实很辛苦，即使挺
着大肚子还是要照常上班，坚持着一份责任与执着，有时会
遇到病患及其家属的不理解，但是我们依旧微笑着生活，因
为我们是坚强的打不倒的护士!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当遇到
不开心的事情，想起高竹霞老师挺着大肚子忙碌的身影和那
美丽的笑容，我就会甩甩头，调整心情继续工作。

第一个月中虽然缺乏操作的机会，但是看到了很多，学到了



很多，了解了很多。紧接着进入了普外科，这个科室里真的
很和谐很温馨，学生和老师就像朋友一样的工作，也正是由
于在这个科室和老师们温馨的相处，我学会了更多基本操作
的方式和技巧，没有压力和负担，工作麻利，很少出错，得
到了老师们的鼓励和和好评，在治疗室的一星期中，许多老
师都说我是柏芝华老师的得力助手，就如小宰相一样，说柏
老师都可以把治疗室放心的交给我!我听了之后，心里不知有
多高兴，这份鼓励和认可，使我工作的更加仔细，认真与负
责，说起柏老师，她是一位温柔而宽容的女性，记得交我们
配三升袋时，其他学生也在旁听，由于我粗心将一个液体加
错，导致了其他液体的浪费，然而她没有在学生面前指责我，
而是叫我再次仔细的观察与实践，当时我很是责备，感觉辜
负了老师对我的信任，同时也很感激老师保留了我在同学面
前的自尊，之后，我对老师发自内心的说对不起，老师说没
事，下次注意仔细点。经过了这次失误，老师并未对我失去
信任，依旧把治疗室交给我，这份鼓励与信任使我更加努力，
将治疗室整理的有条不紊，我学会了要尊重别人，做错了，
也要给予改正的机会。

姚丽娟老师，是一位好老师，同时也是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对
工作认真负责同时严格要求自己的直爽而又乐观的女性。和
她在一起学习，使我也开始严格有律的要求自己，并体会到
无论是做人做事都要努力尽善尽美，要做到不断地充实自己，
不浪费时间和精力，每一天充实而开心的度过。

中药实训心得体会3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为期十个月的实习生活已经结束。实习
是我们将理论用于实践，在此过程中我收获颇丰，心得体会
也不少，本人在市中医医院实习，按照学校和医院的要求和
规定，我被分到了药剂科学习，在实习期间我遵纪守法，遵
守医院及医院各科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尊敬师长，团结同志，
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了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旷工及
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努力做到工作规范化，技能服务优质化，



基础护理灵活化，爱心活动经常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并做到理论学习有计划，有重点对待病人和蔼可亲，态度良
好，努力将所学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用于实践。

在中医院实习过程中我不断总结学习方法和实践经验，尽力
提高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独立工作的能力，并不断培
养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始终以“爱心，细心，耐心”为基本经过十个月的实践我熟
练掌握了药品的采购、药品的储存、药品的销售等，在良师
益友的指导帮助下，系统掌握了专业知识，为日后进入工作
岗位打下了扎实基础。

作为一名药学专业的学员，只学习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是不能学以致用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把我们所学的知
识带给人们，所以，我深入到基层在药品销售岗位接受锻炼。
初到医院工作，老同事向我说明了医院药房的药师需凭医师
处方发药，对每一个顾客负责，医院有分中药方、西药房、
药库、病区药房、还有制剂室等。

首先我是在医院的中药房实习，经过一段时间中药房的系统
实习培训，我学习到了中药处方的识别、审查和按方发药，
常见中药奥饮片的鉴定，中药入库和库存管理(包括特殊药品
的管理)，认识新药;系统的了解一些中药的药性、药理、药
味及其药物配伍和药物禁忌等。从第一天到中成药房转科，
到现在在中草药房帮忙，我的心里还对很多事物充满着新鲜
感和好奇心。记得第一次对着满室的中药让我想起了古代的
药房，抽拉式的药箱，称药的戥子，熟悉的药材名，甚至不
时的捣药声，一切都向我展示着草药的神秘，我喜欢这个地
方。记得第一次跟着老师从识称，到自己称药，我从中学到
了很的多知识，还第一次体会到取错药的尴尬，将后下的砂
仁一股脑的分到群药里，然后被查药的老师纠正，又重新分
发。中草药房的工作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交到患者手中
的每付药是整个中药房所有人共同劳动的结果。实习了一段
时间，我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团队协作的优势，学会与人配合，



学会条理分明不慌不忙工作的态度，牢记并严格执行流程的
各个环节。也是在这，我受到了教育，开始关注细节，想干
好并达到熟练必须发现细节，刻意练习，需要认真用心去学。
学会观察，细心从容，这就是我学到的。通过这么多天的忙
碌，才知道药学工作的不易。我觉得药学工作不仅需要熟练
的技巧，而且同样需要优秀的职业素质：思想素质：要教育
和培养每一个药学人员热爱药学工作，献身药学事业，树立
牢固的专业思想;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
医德修养：真诚坦率，精神饱满，谦虚谨慎，认真负责;要高
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协作。专业素质：
药学人员要对病人极端负责，态度诚恳，和蔼热情，关心体
贴病人，掌握病人的心理特点，给予细致的身心护理;严格执
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岗位，按章办事，操作正规，有条不
紊，执行医嘱和从事一切操作要思想集中，技术熟练，做到
准确、安全、及时，精益求精;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既要沉着
冷静，机智灵活。科学素质：药学人员要具有实事求是、勇
于控索的精神，要认真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药学是一门应
用学科，必须注意在实践中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要掌握熟
练的技术和过硬的本领;要刻苦钻研业务;要善于总结经验，
不断控索，开展研究，勇于创新，努力提高业务技术水平;拓
宽自己的知识面，更好地为病人的身心健康服务。

中药实训心得体会4

不知不觉已经在附一实习结束，这也是我在大学四年来，第
一次真正的上临床，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离开
了枯糙的书本，面对着的是活生生的病人，而我也充当了一
回冒牌的实习医生。 在我们下科之前经过简单的培训，可是
这些培训对于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临床工作的我们，是远
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适应和学习很多东西。我把在中医内
科学习的心得如下：

1、继承创新文明务实。



校训短短的八个字，就是出入校门前永远的记忆，所需继承
的太多太多，前辈们的精神，乃重中之重，而后才是思维方
式，最后才是药房等等，创新，思维方式与药剂的创新，文
明，谦而有理，务实，踏踏实实，无论做哪一行，哪一业，
做好脚下，我觉得这八个字不光是运用在学习医学，在各行
各业中，都应该有这种精神，前辈们一步步辛勤的走下的路，
我们应该走的更加辉煌。如此一来，这大学，也算得上并未
白上了。

2、医人医心。

现如今太多病从心起，我们只能医人的躯壳，医人心，却是
另一项浩瀚渺茫的工程，在这段时间的学习中，我不断的在
思考这一问题，如何医人心?以佛心观人，人人为佛，以魔心
观人，人人为魔，花开生两面，佛魔一念间。世事洞明皆学
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最终的答案，是以自性悟本真。自己
要做一个榜样，不是时代，历史的榜样，而是自己的榜样，
做好自己，自然会有人来拜访你，你由着他拜访，给他提点，
解惑，自然能够医人心结，路还很长，无论是否从医，应有
一颗医者之心。

3、目标。

在医院实习的同学很多，有很多同学都有考研的打算，这就
意味着我们要好好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对于我来说，是把
实习放在首位的，毕竟只有那么一次，时间是那么的珍贵，
岂能浪费，正因为这样我下定决心一定在实习期间好好锻炼
自己，无论自己今后是否从医，都要在学习的道路上打下坚
实的基础，以应对日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在实习期间
订个目标很重要，没有目标，我们就没有进取的方向，而我
的目标是：在实习过程中培养自己临床思维、掌握临床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疗、掌握各项临床操作技术、掌握各项急诊
的处理，能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些杂病。定下目标之后，就向
着目标努力，有目标的做事情比毫无目的可以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

4、适应。

医院的学习和课堂学习不同，刚刚实习的同学可能很深有体
会，没有课室，没有教材，没有作业，没有考试。我刚开始
也晕了，感觉自己太多东西不会了，又有太多的活儿等着我
们去做了。

我认为：边干边学，干就是学。既然在临床学习就是应该
是“实践第一”，它意味着你要去干有关诊断、抢救、观察、
治疗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在科里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干活，
而不是在看书，这就需要我们去适应在临床上的学习方式，
并不是像有些同学说的一样，在病房工作又忙又累，啥都学
不到，其实这是方法不得当。我的适应方法是，看书结合临
床，上班看病，下班看书;比如来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
我会先把类风湿关节炎这章看一遍，掌握其诊疗规范标准，
然后再观察类风湿关节炎病人的情况，对照书本，书本—实
践—书本—再实践。事先看书可以指导你的临床实践，事后
看书可以对你的临床实践予以校正、补充和深化。对于我们
这些初出校门的实习生，在学校里看书是为了学习，而在临
床工作中看书则是为了实践。

中药员工的工作心得与体会篇四

中药工作是医药行业中非常重要并且严谨的一个领域。在我
的工作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中药的知识，同时也积累了很
多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中药的药理作
用和治疗应用，也使我对中药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更加了解。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在中药工作中获得的体验和心得，
希望它们能对那些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有所帮助。

第一段：探究中药历史和文化



在中药工作中，我发现了很多中药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中医
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中药也从那时候开始被使
用。了解这些历史和文化对于理解中药以及中医诊疗应用非
常有帮助。例如，中草药多数都被赋予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
的名称，如土地公、太子灰、白芨等。这些名称来自于古代
文化、民间传说和宗教信仰，有利于记忆中药的特性和功效。
我通过探索中药历史和文化，更好地了解了中药的背景，也
更加熟悉了医药学的工作方式。

第二段：实践中药熬制技能

中药工作最基本的技能之一是熬制中药。在熬制中药过程中，
许多因素对药材熬制的效果都有影响，例如药材的选择、浸
泡的时间、煮的时间和火候控制。通过我的工作，在实际操
作中熟练掌握这些技能变得十分重要。熬制中药需要耐心、
细心和准确，一个小失误就可能影响中药的药效。因此，我
每次都会非常认真地处理药材，目睹中草药的转变过程，从
而更深入地理解中药的药理作用。

第三段：遇见患者，了解他们的病情和需求

中药从古代以来就被广泛使用，在中华文化中被视为一种自
然的医疗方式。作为一名中药师，我有机会遇到患者，并协
助医生开出符合患者病情和需求的中药处方。在接触患者的
过程中，我了解了调剂中药处方所需的技能，如准确的量杯、
混合药材、灌装等技巧。更重要的是，我谨慎地处理每一位
患者的处方，确保其安全和有效性。对我而言，这是一项挑
战，但也是一种回报，因为我感到自己在工作上做出了实际
的贡献。

第四段：关注质量和安全

中药熬制过程可能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在我的工作
中，我会注意确保中药的质量和安全。这通常需要我配备一



些必要的设备，如遮光罩、温控水浴器等，以确保准确的浓
度和时间。此外，我的工作还包括对中药质量的检测和保质
期检查，以确定其安全性和正常使用期限。我认为，除了对
质量和安全的关注，处理中药还涉及到仪器的维护、清洁等
方面，以确保工具和仪器的质量不会对药材制备产生影响。

第五段：持续提高技能和知识

中药工作需要熟练掌握技能，了解药理作用以及反复研究药
材的特性和功效。我相信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
适应新的医药技术和制药方法，对中药行业更好地发展和应
用将非常有帮助。我的工作不仅仅是为患者提供药物和疗法，
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熟练和探索的过程。对我而言，不断提
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是评估自己成功的重要标准。

总结

在此，我分享了我在中药工作中的体验和心得。中药从古代
以来一直在中国被广泛使用，作为一名现代中药师，我的工
作不仅仅是根据传统的知识诊疗，也需要与现代医药技术和
制药方法密切结合，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储备。在我的工
作中，我发现探究中药历史和文化、熟练掌握中药熬制技能、
理解患者的病情和需求、关注中药的质量和安全，以及持续
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
我的个人经历能够为那些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提供一些有
用的信息，同时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药的价值和作用。

中药员工的工作心得与体会篇五

来到了这里，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东西，发现有
很多知识是课本不能给予的。对于我这个只有两年学习药品
经历的学生来说，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畏惧。第一次穿上
白衣看着镜中的我，心底的那份坚定与自信犹然而生!



从第一天到中成药房转科，到现在在中草药房帮忙，我的心
里还对很多事物充满着新鲜感和好奇心。记得第一次对着满
室的中药让我想起了古代的药房，抽拉式的药箱，称药的戥
子，熟悉的药材名，甚至不时的捣药声，一切都向我展示着
草药的神秘，我喜欢这个地方。从当初老师抓一副药而我称
出一味药的无奈到单独完成一张处方的从容，我得到了太多
东西。记得第一次体会到取错药的尴尬，将后下的砂仁一股
脑的分到群药里，然后被查药的老师纠正，又重新分发。

中草药房的工作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交到患者手中的每
付药是整个中药房所有人共同劳动的结果。实习快一年了，
我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团队协作的优势，学会与人配合，学会
条理分明不慌不忙工作的态度，牢记并严格执行流程的各个
环节。也是在这，我受到了教育，开始关注细节，想干好并
达到熟练必须发现细节，刻意练习，需要认真用心去学。学
会观察，细心从容，这就是我学到的。通过这么多天的忙碌，
才知道药学工作的不易。我觉得药学工作不仅需要熟练的技
巧，而且同样需要优秀的职业素质：

1、思想素质：要教育和培养每一个药学人员热爱药学工作，
献身药学事业，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
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医德修养：真诚坦率，精神饱满，谦虚
谨慎，认真负责;要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
团结协作。

2、专业素质：药学人员要对病人极端负责，态度诚恳，和蔼
热情，关心体贴病人，掌握病人的心理特点，给予细致的身
心护理;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岗位，按章办事，操作
正规，有条不紊，执行医嘱和从事一切操作要思想集中，技
术熟练，做到准确、安全、及时，精益求精;要有敏锐的观察
力，既要沉着冷静，机智灵活。

3、科学素质：药学人员要具有实事求是、勇于控索的精神，
要认真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药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必须注



意在实践中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要掌握熟练的技术和过硬
的本领;要刻苦钻研业务;要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控索，开展
研究，勇于创新，努力提高业务技术水平;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更好地为病人的身心健康服务。

在新的环境里，我也会百分之百的努力!我会加油，我也会对
所有人说：加油!不光要总结，更要实践，用自己的切身行动
证明一切!

经过这几个月的实习我已经能分辨一些常用的药物，如党参、
生晒参(西洋参)、麦冬、苍术等，并对其药性和作用有一定
的认识;能看懂一部分药方，对一些需要先煎、后下、灌纱布
袋的药物都能判断;对于药物的包裹也有一定的技术熟练度。

为人处事有所成熟。中医馆是一个向外开放的窗口，所以在
做好撮药这项工作的同时还要和顾客、坐堂专家和同事进行
一定的交流。对中医馆而言，顾客群比较大，但是年龄特征
比较明显，大部分是老年人。老年人由于生理上处于衰退期，
所以必须对他们多一份耐心、多一点关心、多一些爱心。另
外，也要区别对待患有某些特别病症的病人，如精神上的疾
病，这并不是说对他们抱有歧视的心理，但由于其所患病症
的特殊性，往往伴随出现一些突发性事件，我们需要对其多
加关注。

突发事件其实非常能锻炼一个人的随机应变能力，但是必须
把握原则。拿药房来说，就必须坚持顾客第一的原则。比如
由于工作人员的估计错误，一位患者拿不到代煎的中药，而
且此时正好碰到药房停水，这位患者非常愤怒，一直指责药
房不信守诺言，那么此时，我们可以断定责任方是我们，需
要弥补顾客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提出了药煎好后送货上
门的对策，并且得到了患者的认同。

管理经验有所积累。在经营管理方面，西门药房给我的感觉
是严格要求、顾客第一。作为一家药房，严格的要求是必须



的，因为经营的是药材，关系病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所以
不能有丝毫差错。

进货，有专门的正规渠道;

验货，由资深的老药师带领仓库部门人员对每一袋进店的药
品进行形、味、色的严格审核;

出货，由一套电脑系统控制，每次出货都需要登记，并在每
个星期一进行盘仓。

在撮药时，经理严格要求营业员间不得相互嬉笑，以免因分
心而造成药物种类或剂量的差错。作为一家店，顾客的要求
和利益应是第一位的，在工作和解决问题上都必须牢记这一
点。比如，一次几位黄岩来的患者到药房抓药，撮完药，一
位患者发现自己的药撮多了十付，于是，硬要退，一直坚持
自己只要抓十付。但当时，店里刷医保和收银台的工作人员
发现该患者药量比较多、数额比较大，都特别跟她确认过。
顾客一直坚持是店员的失误，坚持要退，最后经过调解，还
是给她们退了，让她们满意的回去。由此，我得到启示：有
时候，一点小利是不足挂齿的。

但是，在实习期间，我觉得药房人员分工不是很明确。刷医
保和收银的人员是不固定的，撮药的工作人员会被轮流安排
操作，特别是刷医保的人员，很多时候是谁有空就去。因此，
我建议各班次应该明确人员分工，落实责任，将刷医保和收
银的人员固定下来。这样可以避免因人员流动频繁，交接—
班时交代不清楚而发生错误;避免代刷医保而产生的责任不清
现象;减少员工经常需要帮忙加班刷医保的现象。但是中药师
的专业认证还是要同步进行，因为即使是刷医保和收银工作
也需要一定的药理知识。

在药房实习的日子里，让我看到了“大气经营，精细管理，
开放合作，诚信发展”的现代化科学管理理念，让我相信，



万丰是我们社会新人锻炼能力的良好途径、踏入社会的坚实
桥梁、自我发展的最佳平台。

转眼间大学四年就快要结束就还剩下一年了，即将踏上社会
的我而很懵懂，不知道社会的酸甜苦辣，之前一直是学生，
也没有到社会上去实践工作过，这很是不好。终于在即将踏
入社会之前有了一次社会实习的机会，我当然不能放过，兴
高采烈的去参加实践去了。希望在毕业之前能够了解工作生
活的艰辛，在毕业以后踏上社会也不至于无所依赖。

在实践结束以后我感觉这个暑假过得异常的丰富，其中最大
的收获就是第一次真正的接触了与中药学专业有关的社会部
门，进行了短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次活动让我亲身经历了
本专业的工作流程，仿佛是一次模拟的职场人生，受益匪浅。

联系到中医院实习是通过一位要好的初中同学，她所读的专
业是药学(中药学方向)。今年过年的同学聚会上，我便听她
聊起了她在寒假时14天的到中医院实习的经验。当时的我兴
奋不已，直说暑假的时候也要一起加入她们的行列。

八月初，我带着从辅导员那开的证明信，和好朋友一起来到
了中医院报道。首先去科教科和那里的医生说明我们是来进
行短期实习的学生，然后科教科开介绍信给财计科和药剂科
说明我们的来意。在财计科交完费后，一位李老师带我们去
中药房熟悉环境。

第二天开始正式上班。我们的实习期虽短，但实习的内容和
其他大大四的实习生没有什么区别。每天和专属的指导老师
一样时间上下班，在药房里协助老师抓药，有空的时候将缺
的药材及时补够。

还记得刚到药房的几天，我对药材所在的位置都很不熟悉，
抓一味药就要问一次老师，烦的不得了。于是我在有空的时
候用纸将药材的名字按顺序抄下，再多多转转药盘，刻意的



去记记药的位置，甚至于想到一个联想的办法，比如从下面
开始将药盘编号，将编号和药材的名字进行联想几天下来就
对药材的位置有了大概的印象。

然后再过了几天，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由于我们的中药学
课程还没有学，所以我对药材的药性不是很清楚，老师一开
始教我用药性的方法来归类，然后不知不觉地，下次再见到
这味药的时候就自然想起了上次的暗示，回忆起了药的位置。

在药房里的时光过得很快，每天都是站在药盘中间不停的抓
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份很机械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度可
言，只要是看得懂字，记得住位置的人都可以胜任这样的一
份工作。药房里的老师每天都找不同的话题来聊，有时候说
得火了甚至还骂两句，但我想，这也是因为工作本身没有太
多的乐趣和潜力的原因吧。

4天的实习生活让我和中药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我记录下
了中医院中药房里所有的药材，同时也将大部分的常用药材
记在了心里。认识了300多种常用药材，我想这是我最大的收
获吧。

不知不觉已经在附一实习结束，这也是我在大学四年来，第
一次真正的上临床，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离开
了枯糙的书本，面对着的是活生生的病人，而我也充当了一
回冒牌的医生。在我们下科之前经过简单的培训，可是这些
培训对于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临床工作的我们，是远远不
够的，我们还需要适应和学习很多东西。我把在中医内科学
习的心得总结如下：

1、继承创新文明务实。校训短短的八个字，就是出入校门前
永远的记忆，所需继承的太多太多，前辈们的精神，乃重中
之重，而后才是思维方式，最后才是药房等等，创新，思维
方式与药剂的创新，文明，谦而有理，务实，踏踏实实，无
论做哪一行，哪一业，做好脚下，我觉得这八个字不光是运



用在学习医学，在各行各业中，都应该有这种精神，前辈们
一步步辛勤的走下的路，我们应该走的更加辉煌。如此一来，
这大学，也算得上并未白上了。

2、医人医心。现如今太多病从心起，我们只能医人的躯壳，
医人心，却是另一项浩瀚渺茫的工程，在这段时间的学习中，
我不断的在思考这一问题，如何医人心?以佛心观人，人人为
佛，以魔心观人，人人为魔，花开生两面，佛魔一念间。世
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最终的答案，是以自性悟
本真。自己要做一个榜样，不是时代，历史的榜样，而是自
己的榜样，做好自己，自然会有人来拜访你，你由着他拜访，
给他提点，解惑，自然能够医人心结，路还很长，无论是否
从医，应有一颗医者之心。

3、目标。在医院实习的同学很多，有很多同学都有考研的打
算，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好好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对于我来
说，是把实习放在首位的，毕竟只有那么一次，时间是那么
的珍贵，岂能浪费，正因为这样我下定决心一定在实习期间
好好锻炼自己，无论自己今后是否从医，都要在学习的道路
上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应对日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在
实习期间订个目标很重要，没有目标，我们就没有进取的方
向，而我的目标是：在实习过程中培养自己临床思维、掌握
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掌握各项临床操作技术、掌握
各项急诊的处理，能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些杂病。定下目标之
后，就向着目标努力，有目标的做事情比毫无目的可以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

4、适应。医院的学习和课堂学习不同，刚刚实习的同学可能
很深有体会，没有课室，没有教材，没有作业，没有考试。
我刚开始也晕了，感觉自己太多东西不会了，又有太多的活
儿等着我们去做了。我认为：边干边学，干就是学。既然在
临床学习就是应该是“实践第一”，它意味着你要去干有关
诊断、抢救、观察、治疗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在科里绝大
多数时间是在干活，而不是在看书，这就需要我们去适应在



临床上的学习方式，并不是像有些同学说的一样，在病房工
作又忙又累，啥都学不到，其实这是方法不得当。我的适应
方法是，看书结合临床，上班看病，下班看书;比如来了一个
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我会先把类风湿关节炎这章看一遍，
掌握其诊疗规范标准，然后再观察类风湿关节炎病人的情况，
对照书本，书本—实践—书本—再实践。事先看书可以指导
你的临床实践，事后看书可以对你的临床实践予以校正、补
充和深化。对于我们这些初出校门的实习生，在学校里看书
是为了学习，而在临床工作中看书则是为了实践。

5、注重细节。在病房里工作，不但要记住病人的主要症状、
体征和辅助检查，而且要记住治疗的具体方法和全部细节：
药名、剂型、剂量、给药途径和给药方法等等，这就需要我
们注重细节。我们得经常去查房，和患者交流，了解患者病
情变化情况，了解患者的既往史、药物过敏史等等。给血压
高的患者量血压，给糖尿病患者制定膳食方案，给有损伤的
患者包扎换药等等。

6、培养思维。在临床工作，我觉得要培养严谨的临床思维，
这点也是我有所欠缺的，临床思维是临床医生接触病人后形
成初步临床诊断和制定合理治疗方案的基本思维形式，是临
床医生的基本功。要培养严谨的临床思维，就要求实习医生
详细正确的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尽量掌握病人所有疾病的
相关信息是进行正确临床思维的关键，尽管现在先进检查设
备很多，但是辅助检查只能取到辅助诊断，印证结果的作用，
只有详细的病史和可靠的体征才是对疾病推理性分析的客观
依据。此外，还要建立严密的逻辑思考，在实习的过程中，
我们实习生要善于思考，勤于思辨，但切忌不科学，不严谨的
“联想”，应对病人信息进行选择性编码，结合病人主要表
现及其相关的背景因素，将各个方面的“症状”整合起来思
考，抓住问题的实质，有限度地寻找相关理论来解释，而最
终获得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世人多疾苦，在医院实习的时间，自己看到了许多病人背后



的事，家境，付出，责任，承担，辛勤，汗水，泪水，荣耀，
使命。哎，以善人心观世人，世人皆善!以魔人心观世人，世
人皆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