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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
方法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我给大家
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医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报告篇一

应学校团委的号召，自己于20____年7月26日至8月15日在家
乡参加了为期二十天的社会实践活动，实践形式为跟师学习，
在x省仁寿县清水镇计划生育服务站见习。

自己的老师是计生站的站长，马上就要退休了，有着丰富的
临床经验，中西医皆懂。在他的建议下，自己先用大约一周
的时间对药物进行了解，主要是对中药的认识。自己先是认
识药房里每一味中药的外貌，再是口尝大部分药物，对其药
性药味进行一定的了解。在认识药物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如下
几个问题。

第一，由于多数药物都是炮制过的，大多都是切片，很少有
整个植被都做药用的，所以很多药物在切片上很相似。比如
生地和玄参，但是在药味上却有不同，两者都是甘苦之品，
玄参苦味更重，略有咸味，而生地则是甘味更重。再比如荆
芥与薄荷、前胡与柴胡等等。

第二，实际尝出来的结果同中药书上介绍的药性药味存在着
差异。咸味便不容易尝出来，比如青黛、玄参等。而藿香切
片后的气味没有它生长在土地里的气味强烈了。

第三，由于地方差异，在____学的中药理论回来跟____的实



地药材相比较，略有不同。在实习的药房里甚至有些药材中
药课时都没有提及到。比如川明参、蚕沙、甘松、金精、银
精等。丁香有公母之分，槟榔亦有马槟榔、花槟榔之别。有
些书上讲到的药物，在药房里也没有见到。毕竟中药的种类
成千上万，还有地区差异。

第四，老师开方时常会用一些药物的别称。比如前仁是指车
前子；茯毛是指大腹皮，即槟榔的外壳等等。因地因人制宜。

在认识中药之余，自己还对西药进行了初步的了解。由于西
药药理是在大三上学期才开始学习，这次了解只是为了在脑
海里有个基本的印象，不做更高要求。

随后的十多天便是在老师身旁看老师给病人诊疗了，这才是
实习的重点。因为是在计生站，所以来看病的妇科儿科居多，
当然外感之类的病人也到此处。因为老师在当地名声很不错，
来看病的人总是很多，老师几乎没有单独给自己讲解的时间。
所以自己只有自己记录整理消化，将望闻问切的结果记在笔
记本上，再看老师开的处方，不管开的是中药还是西药都记
录下来，利用晚上在家的时间整理消化。当然，重点在中药
方子上，西药只做了解。在此也将自己的看法归纳为以下几
点。

第一，第一次临床见习，不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劣的，只
能将很多东西暂时寄存于心，不敢先给它下个错误的定义，
等到以后有答案了，是好的那它就成了经验，是坏的那它也
是个教训。就比如老师的方子，自己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方子
里都有地榆，中药书上说地榆具有凉血止血，解毒敛疮的功
效，主治下焦血热出血，被称为水火烫伤的要药。为什么每
个方中都有少许地榆呢?后来老师跟自己说，他用地榆作佐制
药，因为用了许多苦寒之品，患者服后容易坏肚子，地榆具
有收敛的作用，用少许在方中防止苦寒太过。第一次听到这
样的用法，不能说这不是收获啊！每位医生在遣方用药的时
候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自己的这位老师还有许多独特的地



方，在这儿就不一一举例了。第一次体会到临床与理论的不
同之处，相比之下临床还更有诱惑力，不那么死板，便显得
更加可爱了。只是这又在自己的学习路程上多加了一道关卡，
要灵活运用、妥善治疗还真得下苦功夫啊！

第二，是关于病人的思考。在见习的这段时间里自己看到了
很多不同的病人，老人、小孩、男人、女人、孕妇、甚至还
有襁褓中的婴儿。他们中有稍微有钱的老板，还有中等水平
的农民，甚至还有穷到衣衫褴褛无人抚养的孤寡老人。每个
人对待疾病的看法各不相同，总的来说，人们对疾病预防这
一层面认识加深了，对自己的健康的关心程度也提高了，这
是自己们社会的进步。但是还有好大一部分人群，过着食不
果腹的日子，生病了也拖着，不到万不得已不来求医的。因
为自己在乡镇上见习，这样的患者应该比城镇里的多见。虽
然现在有医保了，但是那样的保障却的确还没有到达每一个
公民的手中，尤其是那些看不起病的贫苦人民。这就不光是
作为医生该思考的了。

第三，是以一个“西医文盲”的角度谈的一些有关西药的见
解。在见习期间，很多患者都是因为感冒来就诊的。老师的
第一句话似乎永远都是“能吃青霉素吗?”如果能吃，药单的
第一个药便是阿莫西林。自己知道自己是个初学者，不应该
对一些事情或者事物产生偏见，但是为何自己总是越看那
个“阿莫西林”就越觉得厌烦呢?一般人都知道阿莫西林是消
炎药，是抗生素类药物，常用或者用量较大都会有很多副作
用。但是你听西医怎么说“不先把炎症消下去，病又怎么好
呢?”自己并不是讨厌西医，该消炎的时候当然是你的阿莫西
林来得快，但是心里总是有些疑问，是否能够既治好病又不
要留下太多副作用的天然疗法呢?就像自己们对待大自然一样，
是否治病也该整一“可持续发展”出来呢?这些疑问就让它留
在心里吧，自己想老师也不一定会解答。

第四，是浅谈对于医生治病的问题。一次跟一位退休的老伯
谈及到了这个问题，以往那样神圣向往的医生这个职业的光



环突然暗淡了许多，有对社会的无可奈何，更多的是对自己
的无可奈何。老伯说，比如有两类医生，一类只是治标，短
暂的疗效很好，抗生素药品几乎是来者必用，也不考虑患者
以后的事情。一类医生是标本兼治的，但是治标的效果却是
要慢一些，就像中医平调人的阴阳。可是往往患者多的却是
前者，口碑好的也是前者。心里想想，有些辛酸。又想到自
己以后，会不会也转变成前者了呢?因为生活的压力。好害怕，
害怕变成那样，害怕自己的意志还没有磨炼得足够坚定，一
旦被推进了社会这个大染缸，便变得不知所措起来。

都说做医生辛苦，自己想辛苦的并非是学习那些医学知识，
只要是自己真心热爱的，学起来应该是种乐趣。真正辛苦的
是他内心医德的磨练。

曾经梦想的医生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似乎变得不复存在了，曾
经以为的那些医术很好的老中医们的光辉形象似乎也因老伯
的一个例子黯淡了许多。那自己该以什么样的医生做为自己
奋斗的目标呢?突然好迷茫。

总而言之，这次实践的收获也是挺多的，尽管发现了许多的
问题，但是谁又能说明这些不是漫漫学医途中必须经历的呢?
不管有多少困难有多么迷茫，自己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目
标，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只要拥有自己的原则，再迷茫的
路途也会有对的方向！

医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报告篇二

实习日期：

x月11日—x月25日

位置：

xxx



主题：

口腔科实习

1、了解设备、材料及其用途，

2、了解其他常见疾病的护理和预防原则。

3、熟悉常用的无菌和污染物品的处理方法。

4、积累了与患者的沟通技巧，提高了他们的意识。

5、门诊病历书写方法。

临床经验：

1、如果患者在根管治疗过程中张口时间过长，可以在嘴角涂
凡士林，防止嘴角开裂。

2、加入钝化剂后，可以加入丁香油棉球和氧化锌，棉球的作
用是减压。

3、瘘管，口腔颌面部皮肤形成瘘管，大量炎性肉芽组织增生，
易出血，长期排脓，形成死骨。

4、如果没有炎性渗出或符合根充指征，根管充填是可行的。
瘘管会慢慢消退。

5、每次扩管时最好用酒精棉球擦拭扩管针，以防其他污染根
管，还要擦古塔胶尖。

6、开门牙时用球钻，熟练后用劈钻。

7、如果患者在扩管时有剧烈疼痛，可在根管内注射少量的丁
卡因或利多卡因。



常识：

1、口腔常用的甲硝唑和日君沙只能给18岁以上的患者服用。

2、比较年轻的要适当减少。

3、除了询问患者是否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病史外。
你也应该问问你是不是感冒了。感冒患者抵抗力低，容易导
致伤口感染拔牙后不能漱口，因为自来水含有很多细菌。

口腔小手术中的饮食问题：

（1）术后2—4小时，吃无渣的冷液体食物，如排骨汤、鸡汤、
酸奶和冷食牛奶、冰淇淋、果汁等。

（2）吃半流质食物和软的食物，如鸡蛋羹、米粥、菜泥汤等。
术后4小时至第二天。

（3）术后三天吃高蛋白饮食。

总结：

在口腔医学半个月的实习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明白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看到了疾病的临床表现、症状和
体征，了解了患者的心理状态，认识到了实施整体护理的关
键。加强常用药物的计量和使用。进一步研究龋齿、牙髓炎、
根尖周炎的症状和治疗方法。积累了与患者沟通的技巧。熟
悉医院的规章制度和作为医生的基本职责。时间虽短，却开
阔了眼界。谢谢你的关心和教育。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会继
续努力，理论联系实际，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牙医。

在生命的长河中，时间是唯一的颜色，每年的生日都在提醒
我们，我们又熬过了一个春秋。过几天我的生日就要到了，
提醒我23岁了，大学生活要结束了，实习也要结束了。想到



这次实习，我有高兴，有难过，也有委屈，但也伴随着丰收。
现在我就对这次实习做一个总结。

我是口腔学院的学生。在学校的安排下，我去了一家医院的
口腔诊所实习。这次跟着一位前辈临床实习。当初我没有工
作经验，但是理论知识比较丰富，所以学校安排我们出去实
习。当初前辈带我去医院口腔科了解熟悉一些设备。记得刚
接触这些仪器的时候，我总是很兴奋很开心，一直在观察这
些设备。然后就开始实习了。前几天前辈不让我动手。他们
只是让我就近学习。如果我什么都不懂，我会征求他的意见。
他每次都会帮我解释。在我的业余时间，他也会告诉我一些
工作经验和技巧。慢慢的，我熟悉了工作流程，对自己动手
的工作有了信心。在前辈们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也开始实践
自己的工作。后来能独立完成一些工作，对这段时间的实习
很满意。

实习期间要多看，多问，多记，多做。这样会提高我们的工
作能力，首先是多看；我们在学校学的都是理论，临床上要
多看看。有些病例、症状、体征、鉴别诊断可能和书上的不
一样，有些学制长的医学生应该去其他临床科室实习。口腔
医生不仅研究口腔，因为一个人不仅患有口腔疾病，而且全
身还有其他疾病，其中一些与口腔疾病相关，所以需要有一
个整体的概念，其他科室的病例只有在实习的时候才能看到。
所以在实践中要仔细观察研究。

医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报告篇三

荏苒的光阴，如梭的岁月。保持着心中的层层渴盼，时光眨
眼般流转至大二的暑假。

这一年已是我在大二的最后一个学期，距离大四的见习生活
越来越近，而我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认识也由当初的盲目崇拜
变成如今的锐意进取。



这个假期我选择在家乡的市医院进行实习。

实习的20多天，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临床是理论基础知识的巩
固基地，临床的实地见闻，实地操作，让我重现在校那些枯
燥又顽固的知识时提出的种种问题。

例如:每天面对着老师如鱼得水忙碌的身影，我心里只有怨叹，
怨自己无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怨自己在实习前没有好好学
习，加上填鸭式的传统教育模式，被动的接受知识害惨了学
生，更可悲的是，我们只能获得短暂的记忆，不能成为此时
对抗疾病的材料，只能不断的翻书。真的有种“书到用时方
恨少”的悔恨与喟叹！

因此，学习科学知识，尤其是生命攸关的医护知识，来不得
半点虚假，我们一定要做到理论根基扎实，更重要的是要学
会理论联系实际，以免误人误己，酿成大错。

在医院里，我看到了许多生老病死，也看到了许多癌症末期
的病人不断的在与病魔缠斗，很多病人乐观的心情以及积极
想要活下去的那股意志力令我动容，医院志工们对于病人的
亲切服务也让我印象深刻。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医院是一个哀
伤、难过的地方，但是医院透过一些活动，例如爱心义卖会，
让整个医院变的温馨有活力起来，让许多的病人及家属在这
个医院看到更多向上的生命希望。

在这段短暂的实习时间里，我们的收获很多很多，如果用简
单的词汇来概括就显得言语的苍白无力，至少不能很准确和
清晰的表达我们受益匪浅。实习期间的收获将为我们今后工
作和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总之在感谢医院培养我们点点滴
滴收获时，我们将以更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更扎实牢固的
操作技能，更丰富深厚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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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提高
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独立工作的能力，冻断培养自己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经过一
个月的实践我熟练掌握了病程记录、会诊记录、出院记录等
医疗文件的书写。

短短的二十多天，让我懂得的却不是时间可以衡量的。生命
的价值在于日以继夜的累积，在于勤勤恳恳的积攒。

健康是个永恒的话题，医生更是受人敬仰的行业之魂。我会
用我的所学造福更多的人，将医生的使命发挥到淋漓尽致！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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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社会实践是我们大学生充分利用暑期的时间，以各种方
式深入社会之中展开形式多样的各种实践活动。积极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能够促进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提高自身社会发
展现状的认识，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更好结合，帮助
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身观和价值观。大学生社会实践
活动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是适应新世纪社会发
展的要求，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的需要，是提升自身素质的
关键所在。

暑期社会实践则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走出校园，踏上社会，
展现自我的炫丽舞台。利用假期参加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
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社会实践中检验自我。在实践中积
累社会经验，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能力，这将为我们以后奏
响社会提供坚实的基础！



原来的我对老年公寓知之甚少，原以为收留的都是子女不管
的老头老太太。可这次一行改变了我的这种想法，也使我重
新认识了养老院。

在养老院的第一天是在好奇和兴奋中度过的，当然也有些许
彷徨和不安，不知道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和老年人进
行交流，虽说前期也做了一些准备。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开始
了在养老院的第一天生活。上午过后，完全打消了我的念头，
因为老年人完全不像我相像的那样难交流，除了耳背和口齿
不清楚以外，没有别的困难阻碍我们前行。在交流和沟通中，
老年人渴望得到子女以及社会的更多关注的心理溢于言表，
虽说他们非常体谅子女工作压力大，但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
内心的孤单和寂寞。推己及人，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担负起
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去为老年人做点什么，哪怕仅仅是和他
们聊聊天，排遣一下内心的寂寞。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担负起历史赋予
我们的重任。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学会孝敬，百善孝为先。
只有这样，我们的家庭才会和谐，乃至社会才会和谐。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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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报告篇五

应学校团委的号召，自己于20__年7月26日至8月15日在家乡
参加了为期二十天的社会实践活动，实践形式为跟师学习，
在x省仁寿县清水镇计划生育服务站见习。

自己的老师是计生站的站长，马上就要退休了，有着丰富的
临床经验，中西医皆懂。在他的建议下，自己先用大约一周
的时间对药物进行了解，主要是对中药的认识。自己先是认



识药房里每一味中药的外貌，再是口尝大部分药物，对其药
性药味进行一定的了解。在认识药物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如下
几个问题。

第一，由于多数药物都是炮制过的，大多都是切片，很少有
整个植被都做药用的，所以很多药物在切片上很相似。比如
生地和玄参，但是在药味上却有不同，两者都是甘苦之品，
玄参苦味更重，略有咸味，而生地则是甘味更重。再比如荆
芥与薄荷、前胡与柴胡等等。

第二，实际尝出来的结果同中药书上介绍的药性药味存在着
差异。咸味便不容易尝出来，比如青黛、玄参等。而藿香切
片后的气味没有它生长在土地里的气味强烈了。

第三，由于地方差异，在__学的中药理论回来跟__的实地药
材相比较，略有不同。在实习的药房里甚至有些药材中药课
时都没有提及到。比如川明参、蚕沙、甘松、金精、银精等。
丁香有公母之分，槟榔亦有马槟榔、花槟榔之别。有些书上
讲到的药物，在药房里也没有见到。毕竟中药的种类成千上
万，还有地区差异。

第四，老师开方时常会用一些药物的别称。比如前仁是指车
前子；茯毛是指大腹皮，即槟榔的外壳等等。因地因人制宜。

在认识中药之余，自己还对西药进行了初步的了解。由于西
药药理是在大三上学期才开始学习，这次了解只是为了在脑
海里有个基本的印象，不做更高要求。

随后的十多天便是在老师身旁看老师给病人诊疗了，这才是
实习的重点。因为是在计生站，所以来看病的妇科儿科居多，
当然外感之类的病人也到此处。因为老师在当地名声很不错，
来看病的人总是很多，老师几乎没有单独给自己讲解的时间。
所以自己只有自己记录整理消化，将望闻问切的结果记在笔
记本上，再看老师开的处方，不管开的是中药还是西药都记



录下来，利用晚上在家的时间整理消化。当然，重点在中药
方子上，西药只做了解。在此也将自己的看法归纳为以下几
点。

第一，第一次临床见习，不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劣的，只
能将很多东西暂时寄存于心，不敢先给它下个错误的定义，
等到以后有答案了，是好的那它就成了经验，是坏的那它也
是个教训。就比如老师的方子，自己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方子
里都有地榆，中药书上说地榆具有凉血止血，解毒敛疮的功
效，主治下焦血热出血，被称为水火烫伤的要药。为什么每
个方中都有少许地榆呢?后来老师跟自己说，他用地榆作佐制
药，因为用了许多苦寒之品，患者服后容易坏肚子，地榆具
有收敛的作用，用少许在方中防止苦寒太过。第一次听到这
样的用法，不能说这不是收获啊！每位医生在遣方用药的时
候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自己的这位老师还有许多独特的地
方，在这儿就不一一举例了。第一次体会到临床与理论的不
同之处，相比之下临床还更有_力，不那么死板，便显得更加
可爱了。只是这又在自己的学习路程上多加了一道关卡，要
灵活运用、妥善治疗还真得下苦功夫啊！

第二，是关于病人的思考。在见习的这段时间里自己看到了
很多不同的病人，老人、小孩、男人、女人、孕妇、甚至还
有襁褓中的婴儿。他们中有稍微有钱的老板，还有中等水平
的农民，甚至还有穷到衣衫褴褛无人抚养的孤寡老人。每个
人对待疾病的看法各不相同，总的来说，人们对疾病预防这
一层面认识加深了，对自己的健康的关心程度也提高了，这
是自己们社会的进步。但是还有好大一部分人群，过着食不
果腹的日子，生病了也拖着，不到万不得已不来求医的。因
为自己在乡镇上见习，这样的患者应该比城镇里的多见。虽
然现在有医保了，但是那样的保障却的确还没有到达每一个
公民的手中，尤其是那些看不起病的贫苦人民。这就不光是
作为医生该思考的了。

第三，是以一个“西医文盲”的角度谈的一些有关西药的见



解。在见习期间，很多患者都是因为感冒来就诊的。老师的
第一句话似乎永远都是“能吃青霉素吗?”如果能吃，药单的
第一个药便是阿莫西林。自己知道自己是个初学者，不应该
对一些事情或者事物产生偏见，但是为何自己总是越看那
个“阿莫西林”就越觉得厌烦呢?一般人都知道阿莫西林是消
炎药，是抗生素类药物，常用或者用量较大都会有很多副作
用。但是你听西医怎么说“不先把炎症消下去，病又怎么好
呢?”自己并不是讨厌西医，该消炎的时候当然是你的阿莫西
林来得快，但是心里总是有些疑问，是否能够既治好病又不
要留下太多副作用的天然疗法呢?就像自己们对待大自然一样，
是否治病也该整一“可持续发展”出来呢?这些疑问就让它留
在心里吧，自己想老师也不一定会解答。

第四，是浅谈对于医生治病的问题。一次跟一位退休的老伯
谈及到了这个问题，以往那样神圣向往的医生这个职业的光
环突然暗淡了许多，有对社会的无可奈何，更多的是对自己
的无可奈何。老伯说，比如有两类医生，一类只是治标，短
暂的疗效很好，抗生素药品几乎是来者必用，也不考虑患者
以后的事情。一类医生是标本兼治的，但是治标的效果却是
要慢一些，就像中医平调人的阴阳。可是往往患者多的却是
前者，口碑好的也是前者。心里想想，有些辛酸。又想到自
己以后，会不会也转变成前者了呢?因为生活的压力。好害怕，
害怕变成那样，害怕自己的意志还没有磨炼得足够坚定，一
旦被推进了社会这个大染缸，便变得不知所措起来。

都说做医生辛苦，自己想辛苦的并非是学习那些医学知识，
只要是自己真心热爱的，学起来应该是种乐趣。真正辛苦的
是他内心医德的磨练。

曾经梦想的医生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似乎变得不复存在了，曾
经以为的那些医术很好的老中医们的光辉形象似乎也因老伯
的一个例子黯淡了许多。那自己该以什么样的医生做为自己
奋斗的目标呢?突然好迷茫。



总而言之，这次实践的收获也是挺多的，尽管发现了许多的
问题，但是谁又能说明这些不是漫漫学医途中必须经历的呢?
不管有多少困难有多么迷茫，自己相信，只要坚持自己的目
标，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只要拥有自己的原则，再迷茫的
路途也会有对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