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的总结句 大学读后感总
结(汇总7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读后感的总结句篇一

作为一名团员，我进取参加青年团的相关活动，正确行使团
章规定的权利，模范履行团员义务，共青团作为共产党的后
备主力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从成为共青团员的那一
刻起我便意识到了我所肩负的职责与义务，深切地感受到共
青团员不只是一个称号，不只是一种光荣，而更是一种使命，
一种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思想先进的青年的使命。

在思想政治方面。我进取要求提高，努力向党组织靠拢，并
时刻用党的理论来指导自我的行为。大一伊始，我便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证明了我想入党的决心。我明白努力决对不能
盲目，要有正确方向的指引，与此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
思想觉悟和思想政治修养，所以除了学习党章之外，我还经
常阅读一些有关党建、以及党员先进事迹的书籍和报刊等，
并且把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进取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在学习方面。我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及时完成作业，做到认
真预习、复习两个方面一齐抓，我进取阅读各种书籍资料和
学术刊物来扩大自我的知识面。取得的成绩不等于满足，而
是作为一种动力促使着我更加提高，促使着我走向成熟，融
入社会，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

在工作方面。为了更好地锻炼自我，同时也想寻找一次为同
学服务的机会，我严格要求自我，力争全心全意为教师和同



学服务，我取得的可能是些微不足道的成绩，但这与党组织
的关怀、学校的重视、教师的帮忙、同学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知识永无止境，学习更无
止境。此刻我还只是一名团员，我要做的就是不断地适应新
时代的发展，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不断地去扩充自身的知识
储备，以提高自身的修养。为了在不远的将来能得到党的认
可，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也为了在大学毕业之后
能和所有的有志之士一齐工作、学习，我将继续进取参加团
支部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团结同学，互助互爱，努力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好社会实践工作，做一个全面发展的
大学生.

读后感的总结句篇二

有关华佗的外科手术，《三国志・华佗传》记载：“若病结
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
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又说：“病若在肠中，便断
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
之间即平复矣。”《后汉书》在记述这两个外科手术事例时
谈到：“因刳破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
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博以神膏。”两相比较，记载文句虽
不尽相同，但语意则完全一致，前者是在麻醉下进行腹腔肿
物摘除术，后者则是在麻醉下进行肠部分切除吻合术。关于
术后护理，有膏摩，有敷以神膏；关于预后，两书均强调了
四、五日瘥，一月之间即平复矣。以当时的人体解剖水平、
麻醉术的应用、以及两书提供的史实资料，综合分析手术的
可能性是肯定的。此外，《三国志・魏书》中尚有一例华佗
行剖腹手术记录，载：华佗诊治某“君病深，当破腹
取。”“遂下手，所患寻差。”此段文字虽记录过简，但
由“当破腹取”可知为剖腹摘除术之类，这也给上述腹腔肿
物摘除术的史实下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继秦汉时期之后，虽然在外科手术方面未出现像华佗那样划



时代的代表人物，但在五官手术及整形手术方面，两晋南北
朝时期则明显的超过了前代。关于目瘤摘除术，《晋书・景
帝纪》记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又“景王婴
孩时有目疾，宣王令华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纳之傅
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一手术真是华佗所作，当是司
马师生后不久进行的，因为华佗被杀与司马师生年相当。根
据史实记载，司马师的死因可能与目瘤及摘除术有关。但无
论司马师术后5年或40年死亡，均说明该手术还是很成功的。

唇裂修补术：晋代我国已有以修补唇裂为专长的外科医家，
《晋书・魏之》记载魏之，生而兔缺，为了谋取出路，于18
岁时，“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
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仲堪与语，喜其盛意，召医视
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之
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
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之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其
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之术后恢复了容貌美，
乃至接任仲堪职为荆州刺史。这一生动的史实说明，仲堪帐
下这位以擅长修补唇裂（即兔缺、兔唇）而名闻遐迩的外科
医学家手术技术高超，既以此知名，必然有许多成功的手术
记录，如果疗效不高，或失败者多，则不可能令遥远的普通
老百姓慕名长途跋涉去求治。

中国外科手术发展到隋唐，已达到颇高的技术水平，《诸病
源候论较真实的保留了隋代肠吻合术、大网膜血管结扎术、
大纲膜坏死切除术等手术方法和步骤。如《诸病源候论》指
出：“夫金疮肠断者??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
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之”，
并强调肠吻合术后“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稍作强糜
食之，百日后乃可进饭耳”。在叙述何为“针缕如法”时，
较详细地陈述了有关方法和步骤：“凡始缝其疮，各有纵横，
鸡舌隔角，横不相当。缝亦有法，当次阴阳，上下逆顺，急
缓相望，阳者附阴，阴者附阳，腠理皮脉，复令复常，但亦
不晓，略作一行”。从上述肠吻合以及具体手术操作、术后



护理等方面来看，的确已有了规范的连续缝合法、比较科学
的护理和正确的饮食管理。此外，在巢元方的著作里，还叙
述了外伤性大纲膜部分坏死的手术治疗。指出：“??，安定
不烦，喘息如故，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今
一宿，乃可截之。勿闭其口，膏稍导之”。从这一段文字所
描述的内容与要求看，首先强调了大纲膜部分切除的手术适
应症；在手术疗法与步骤上则要求先用生丝线结扎大网膜外
伤坏死部位的血管“绝其血脉”，然后观察24小时，“乃可
截之”。

这一历史阶段虽然饱受战乱，但总的社会发展趋势是逐渐趋
于安定繁荣，是封建社会逐渐成熟，发展鼎盛的时期，以经
济繁荣、文化发达、科技进步、较为开明的对外政策为背景，
外科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有大量文献传世，是外科技
术由实践经验积累进入系统理论总结的阶段。“整理与提
高”在隋唐两代的传世著作中表现尤为突出。

4月初，山东省文化厅邀请了省内考古学界、医学界部分专家
对广饶傅家392号墓墓主开颅手术进行了初步认定。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会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鲍修风，从考古学、医学的'角度进行了综合研究。通过检测，
首先确定颅骨上的近圆形缺损确实有明显的人工刮削过的痕
迹，排除了这个孔是由于病变或者发育不健全（颅裂）等原
因造成的可能性。后来，鲍修风采用了x摄片、螺旋ct扫描及
三维成像等手段，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检查分析研究，证明
此缺损边缘的断面成光滑均匀的圆弧状，应是手术后骨组织
修复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螺旋ct三维成像，可以清
楚地看到缺口的边缘，颅骨的内板和外板已经很好地融合了，
这就充分证明392号墓墓主确实做过开颅手术，而且手术是成
功的，手术后病人至少又存活了两年时间。

2.从山东发掘出了五千年前中医用‘开胪’术开胪治病的头
骨，手术后的胪骨伤口已经自我修复得光滑国润(见国)。连
今天的国内外专家看后都赞叹不已?。以此事实可以充分证明，



中华民族早在五千年前就有了成功率极高的‘开胪’手术。
也可以充分证明在此例开胪术后的二千五百余年后的华佗为
曹操‘开胪’治病是有事实依据的，并非杜撰?。17前，华佗
为关公刮骨疗伤。当他提出要为曹操‘开胪’摘除脑瘤来治疗
‘边脑风’时，波曹操误认为要谋杀他而被曹操杀害?。

3..我国在殷商时期以前就有摘除男人的‘生殖器’的阉割手
术。其它如阉鸡、阉猪的‘手木’在民间流传更早，并流传
十分广泛?。这种外科手术的成功率儿乎达到百分之百?。

读后感的总结句篇三

如果我是华佗

天峻县天峻中学五（3）班曾太吉

。顿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心想如果我是华佗那该有多好
啊！ 我想，是不是爷爷知道我的梦想，而我要付出的代价就
是失去爷爷，每当我想到这里，泪水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如果我是华佗，我会救很多很多人，不至于他们像我一样失
去亲人而寂寞。如果我是华佗，我一定会跟死神拼到底，为
我的病人或为人们拼时间，让他们能和自己的亲人多待一会
儿，哪怕是一秒钟，我也会争取拼到底。

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须专心，必须付出代价。我相信只要我
好好学习，一定可以成就我的梦想。爷爷的话在我人生的道
路上印上了深深的痕迹。

指导老师：王进珍

读后感的总结句篇四

东汉末年，有一个医术很高明的医生，叫华佗。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请华佗给他治病。华佗给他把了把脉，
对他说：“你得了头风病。药倒是有，只是没药引子啊。”

“那需要什么药引子啊?”年轻人急忙问。

“活人脑子。”

“啊?”年轻人听了，吓了一大跳，心想：唉，这可就没法找
了。于是，他失望地回家了。

过了几天，这个年轻人在田里劳动的时候，头疼病又犯了。
正巧，一位老先生从这里路过，就问年轻人：“你这头风病
找医生看过了吗?”

年轻人说：“找华佗看过了，可是他说要用活人脑子做药引
子，没办法，我只好不治了。”

老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用不着找活人脑子，找十个
古旧草帽，煎汤喝了就行。”年轻人照老先生的话做，病很
快就好了。

一天，华佗又碰到了这个年轻人，看见年轻人的精神非常好，
就问：“你的头风病好了吗?”

年轻人笑着回答：“是呀，多亏一位老先生教给我一个方法。
”华佗忙问是什么方法，年轻人说：“用草帽煎汤。”华佗
一听，连忙问那老先生的住处，想要拜那位老先生为师。

然后，华佗装扮成平常人的样子，在那老先生家当学徒，一
学就是三年。

这天，老先生外出治病了，华佗和师弟在屋里炼药。这时，
门外来了一个大肚病人，他的肚子大得像个箩筐，腿也粗得
似象腿。



老先生不在家，华佗的师弟不敢随便接待，就叫病人改天再
来。

“求求你，先生，帮我治一下吧!我家离这儿很远，来一趟不
容易啊!”病人苦苦哀求道。

这时，华佗出来了，他看到病人病得这么重，就说：“我来
给你治吧。你拿二两砒霜，记得一定要分两次吃。”病人接
过药，连声感谢，就走了。

那大肚病人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老先生，于是走上前向老
先生求医，并把药单给老先生看。

老先生一看，说：“咦，这个药方是对的。可我的徒弟怎么
会开出这个方子呢?我没教过他们呀!这世上能开出这个方子
的人还有……莫非他就是华佗?”

老先生一回到家就对华佗说：“华佗啊!你怎么到我这儿来学
医呀?”

“师傅，您认错人了吧!”

“不会，我的秘方没别人知道。”华佗见瞒不过，只好把来
求学的原因说出来了。

老先生抓住他的手说：“你已经名声远扬了，还到我这穷陋
的地方来吃苦头，真是对不起你啊!”

华佗说：“老先生，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但是都各有所长，
我不会的东西，就该向您学习。”

老先生感动得直掉眼泪，当即把自家的独门偏方告诉华佗。
后来，华佗的医术就更加高明了。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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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的总结句篇五

我来到了书店，买到了她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满心欢
喜地抱着书回家，用陌生的眼光细读这本陌生的书。

这本书主要讲了女孩姚果粒发现，家中小毛豆沙在窗台和一
只一模一样的流浪猫对视。没想到这种事眨眼也降临到她头
上――一个古怪摄影师叔叔在搞一个“不是双胞胎”的摄影
计划，让她撞上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的毫无血缘关系的女孩蓝
泰格。两个“形式”相同，“内容“相同的女孩，时而冲突，
讨厌对方的存在；时而忍不住好奇，彼此悄悄探究；时而又
有神秘的认同感。种种变化让她们的生活起伏不定，异想天
开的置换游戏更让她们发现了内心的另一面。两个女孩在一
种神秘的好奇和烦恼中豁然长大。“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让她们彼此终于拥有了一种奇异的完整感，也揭开了果粒的
身世之谜。更让脱线妈妈别丹心和时装女魔头妈妈蓝蔚蓝各
自解开了心结。

我觉得世界上可能存在无血缘关系双胞胎占百分之十，当然
也是猜测，并无科学证据。

如果我发现了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绝对不会想姚果粒和蓝



泰格那样，开始觉得是件可怕的事，然后觉得是件冒险的事，
之后觉得是件冒险的事，再来觉得是件可恨的事，最后觉得
是件可爱的事。我才不会有那么多种感觉呢，我一定会在见到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的第一面喜欢上她，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能如此幸运，遇见那么可爱的事。有了对方的存在，生命
变得更加完整。

我因为是独生女，爸妈很忙，上幼儿园时，是奶奶天天来接
送我，我每天对着电视，开始厌烦了它，就开始抱怨：“真
是的，妈妈干嘛不给我生个双胞胎呀！”

一直上了小学，天天都是外婆来接送我。那时我体育很差，
常常居全班倒数第一，我就疑惑：“我的身材又不是很差，
为什么体育考试2还比不上一个大胖子？”于是我又开始抱怨：
“妈妈干嘛不给我生个双胞胎，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让我的
双胞胎姐姐代替我去体育考试了！”

看完这本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蓝泰格和姚果粒初次见面时，
那种惊奇的气氛。我又慢慢开始觉得，如果我真的遇见
了“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真的会那么轻易的接受她吗？
我也不知道！

读后感的总结句篇六

《华佗学医》一文中写到，神医华佗小时候看到有人经常发
病，每天每时都要受到疾病的折磨，他就立志学医，后拜了
一名老人为师。学了三年后，老人为了试验华佗是否学成了
医术，便假装有病要华佗给他诊断。华佗看了以后就知道是
师父故意装病，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师父表扬了他。华佗
学成了医术，就离开师父下山为人治病去了。

读了本文，我想到华佗立志当一名医师，不管风餐露宿也在
所不惜。而且华佗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有病就是有病，
没病就是没病，绝对不是为了赚钱，对于那些没有病或者是



有一点小毛病却故意夸大，说是患了重病，以便自己赚取更
多的医药费。这样的事，华佗是不屑为的。对于华佗的这种
精神，我打心眼里佩服。()

读了本文，我知道了只有坚定自己的目标，中途不再改变目
标，而是坚定地学习，顽强地拼搏，才会获得自己想要的结
果。

读后感的总结句篇七

东汉末医家。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通晓内、
外、妇、儿、针灸各科，尤精外科，曾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
行腹腔手术。创用脊柱两旁夹脊的穴位（华佗夹脊穴）。处
方药味不多而疗效佳。主张体育锻炼，创“五禽戏”。后为
曹操所杀害。著《枕中灸刺经》，已佚。《中藏经》系后人
托名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