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医读后感 大医精诚读后感(优质5
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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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医读后感篇一

大医精诚，精者，医术高明；诚者，医德高尚。读了孙思邈
先生的《大医精诚》方才了解到，所谓医者，乃智者、仁者、
德者也。

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首先要具备的是“智”，是能力，治
病救人的能力，否则其它都无从谈起。要知道，学医这条路
是永求无尽的，我们不可以把途中某个美景当作终点站，只
能稍作停歇，继续向前。这条路，你走的越多，你所懂得的
才能更多。曾经听老师说过，学医是没有尽头的，你只能不
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只有拥有一颗持之以恒的心才有资格
走上这条路。

一代药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告诉我们：“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
灵之苦。”一个医德高尚的仁者，应有五柳先生纵情山水、
闲云野鹤般的隐士情怀，不求名利，不求闻达；又要有诸葛
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满腔热血，一旦入世致用，则心系
天下苍生。而今医学界，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来说，若寻心
怀大仁者，寥若寒星。治病求医，贫富之差、亲友之别、老
幼之差早已不足为奇。在患难之前，有几个医生能够做到不
瞻前顾后、自虑凶吉。医术精湛，很是重要，可为名医，但
多一“仁”字，即为苍生大医！



《大医精诚》不仅向所有医务工作者展现了优秀的医者该有
的精于医术，诚于患者，细心博爱，心系苍生的崇高品质，
也向所有医务工作者传递着时代人们最强的呐喊：渴望获得
平等而便捷的医疗。《大医精诚》向世人昭示的那一片更为
广阔的至精至诚、心系苍生的天空，那是一片真正属于医者
的光明的天空，它驱散了迷失在黑暗中的阴霾，照亮了前方
奏响起航号角的路。作为医生的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肩上的
重任又何止是扞卫人类的健康。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无论我
们身份贵贱，只要我们是一名医务人员，只要我们铭记至精
至诚的信念，只要我们保有同情慈爱苍生的心灵，我们就有
义务推动医疗的公平和发展，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也可以
成为一名大医。

衡量一名医生的成就绝对不能是金钱、地位和权力，而应该
是医术、贡献和口碑。我们身边从不缺乏医术精良、医德高
尚、践行大医精诚的好医生，在他们眼里，患者脸上丝许的
微笑是对他们最大的赞许，他们希望得到是社会的认可，病
人的健康和自我的慰藉，他们知道在精湛医术的背后医者还
应该有良心。

“博学至精，明德至善”，身为医生的我们必将矢志不渝地
奉行《大医精诚》向所有医生展现的优秀医者的高山景行，
将大医作为人生的目标，在推进医疗平等、医学发展的道路
上毅然前行。德艺双馨薪火传，杏林春色意阑珊！

大医读后感篇二

我的学医生活生计已过两年半了，对于我们将来从事的职业
也有了初步的熟悉。医生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健康神圣的
扞卫者。今年冷假我读了《大医精诚》，发现落在医生身上
的枢纽词就是责任。《大医精诚》实在不是书名，而是出自
中国唐朝孙思邈所着之《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乃是中医
学典籍中，论述医德的一篇极重要文献，为习医者所必读。



作者孙思邈是唐朝知名的医师与羽士，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史
上知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
医神。而《备急千金要方》是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
书，世简称为《千金方》。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命名。《备急千金要
方》卷首以显着地位论述了《大医精诚》与《大医习业》，
凸起地夸大了作为一位优秀医生，必需具备高尚的医疗道德
涵养和精辟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为此，该书逐一作出了
医德与医术的严格要求，成为历代临床医生涵养的绳尺。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
言”。它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
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这篇文章广为流传，影
响深遥。直到现在，我国的不少中病院校仍用它作为医学誓
言，并用它作为准则来严格要求自己。每个医生都秉承“大
医精诚之心”，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

我总结了医者必须的四种品质：

《大医精诚》中有这么一句话“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
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线人
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意思是说：“疾病有内在的病
因相同而外在症状不同，和内在的病因不同而外在症状相同。
因此，五脏六腑是充盈仍是虚损，血脉营卫之气是畅通仍是
梗阻，本来就不是单凭人的耳朵眼睛所能了解得到的，一定
先要诊脉来了解它。”放到当今医学就是说不能单纯的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要做全面细致必要的检查。这就是为什么
诊中断学要我们深刻的熟悉每项检查的临床意义的原因。医
疗流动也应该属于服务性的行业，服务的对象是人，活生生
的人，责任感是必不可少的，要对患者关心、细心，来不得
半点马虎。所以孙先生提到“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
俞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
唯专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就是说寸关尺三部脉象
有涪沉、弦、紧的不同；腧穴气血的畅通流畅输注，有高低



浅深的差别。肌肤有厚雹筋骨有强壮荏弱的区分，只有专心
精细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论这些道理。

除了行医细心以外，还要有扎实深挚的医学知识基矗文中提到
“必需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
深自误哉！”就是说学医的人一定要广泛深进地探究医学原
理，用心勤奋不懈怠，不能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就说已经
明白了医学原理。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这要求我们在医
学基础知识学习期间，要勤恳奋斗、持之以恒，以后行医的
过程中要不断改进，学而时习之。

有人说学医苦学医累，甚至有某些医生说学医要辛劳一辈子，
我觉得他们说得是很其实的话。但是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低
级阶段，人民的糊口健康水平还不高，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
祖国的卫生事业而献身。现在越是勤勤恳恳地学习，是为了
行医时能更好的为人们治疗疾病，减轻身体上的痛苦。所以
孙先生说：“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看之俨然，宽裕
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
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
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
甚不仁矣。”与“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
道说长短，议论人物，夸耀申明，訾毁诸医，自矜己德，无
意偶尔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
此医人之膏肓也。”从而我们知道行医就更修道一样，
要“六根清净”。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西方的良多僧人行医的
缘故。

大医读后感篇三

《大医精诚》论述了相关医德的两个异常：第1个是精，要求
医者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
习医之人还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２个是诚，要
求医者不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
之”感同身受的心，并且要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



从古至今，文明社会都非常注重道德建设，我国五千年的文
明史也是那样形成的。中国民族素以礼仪之邦文明于世，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道德之准则，从而形成了资料
丰盛而独具特色的道德传统。先生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
德艺双馨的典范，成为历代医录和百姓景仰的伟大先师之一。

在法制化社会日益健全的今天，传媒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
医疗官司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医院和大夫不断的卷入到
医疗纠纷当中，大夫的事业道德异常已经增强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也是我们的卫生部门急需解决的首要异常。在物品
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精神文明急需发展的今天，金钱的
诱惑力已经征服了各个pro和阶层。大夫收红包，药品回扣，
医院乱收费，大夫乱开体检费等不良状况的呈现，加剧了医
患关系的绷紧度，给原本圣洁的事业蒙上了一层阴影。老百
姓害怕生病，害怕去医院，害怕面对大夫冰冷的表情，但是
又不得不去面对，于是他们动不动就求助于法律；而大夫呢，
为了明哲保身，经常作出不确凿的诊断，这正是卫生pro的伤
心，大夫们的无奈啊！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否定大夫这个事业，在现实日常中也
有好多的技术精湛，医德高尚，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好
大夫！

作为医学生的我们，一要素，要加强学习医学pro知识，增强
技术水平；另一要素，现时就要培养自我具有高尚的道德修
养，从实践中吸取教训和心得，做1个乐于奉献，忠于人民的
健康卫士。发扬医者救死扶伤，不辞艰辛，身先士卒的大无
畏精神，无愧于“白衣天使”的光荣称号。

大医读后感篇四

当我们有一天不得不迷茫于生存本身而为生活所累时，是否
会忘记自己满腔热血时对万物苍生许下的承诺？遥望千年之
前，苍生大医孙思邈正用一双洞悉世事的眼睛凝望生命，正



用一双悲悯众生的手医治百病。他将一种“大医”的智慧传
之后人——那是洞穿人性之后对生命的了然和珍惜，是亲身
经历人间疾苦后对生命的尊重和同情，是深入普遍的生命从
而能够跳脱出自己的生活舞台之后的无私和忘我。大医谓精
诚，“精”于高超的医术，“诚”于高尚的品德！医学
乃“至精至微之事”，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一个医生若无精良医术，即使厚德仁心，也不能救人于疾患
危难之中，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医德纵然也成为
一句空话。“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
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
以审之”，“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俞穴流注，有高
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
始可与言于兹矣”。医生必须精进医术、仔细诊断，才能正
确得知病情，准确用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生的服务
对象是人，分秒中决定着一条性命的去留、一个家庭的悲欢，
因此作为医生需时刻谨慎，一丝不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除了细心行医以外，医生还要有扎实深厚的医学基础知
识，“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
已了，深自误哉！”我们尚在医学基础知识学习期间，只有
勤恳奋斗、持之以恒，才能为以后的行医打下坚实基础，而
在临床工作时，更要精益求精，学而时习之。

医学博大精深，非一朝一夕就可以领悟，即使能领悟所有，
也有更多未知的医学原理等待去探究，只有让年轻躁动的心
平静下来，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才能真正步入医学的
圣殿。我们这些医学生所谓的闻鸡起舞，所谓的低调拼搏，
失去与拥有，放弃与争取，既格格不入，又息息相关，甚至
互相转化。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只有经历躯
体与灵魂的考验，我们才能在疾病面前镇静自若，才有可能
在死亡面前重获生命的权利！救死扶伤，解除病人的痛苦，
维护病人的健康，是医务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医务工作者除
了要有过硬的业务技术外，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心，决心拯救人类的痛苦。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
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



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
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我不禁
感叹：这些话里蕴藏着怎样的博爱和对苍生的怜悯。作为医
者，他看透人生百态；作为茫茫众生中的一员，他和所有生
命个体一样历尽沧桑。他看着眼前的生命，滤过表面一切浮
华，用心体会患者的痛苦，关注生命本身，也只关注生命本
身，还原生命的本色。

他将“诚”字发挥到极致，“至诚者”又怎会盲目行医，将
生命弃若尘土?我相信，在任意领域求精至精之人必对人世间
有一种公开或隐密的热爱。贫苦与羞辱多加的中国近代，中
华民族被列强推向了生存的边缘，连温饱都已成了问题，何
言求医问药。悲惨万象深深刺痛着每位医者的心。许多国外
和本国的医生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只身来到这片硝烟弥漫
的土地上，用自己的生命谱写着“医魂”！也许纷飞的炮火
将他们掩埋，也许汩汩的时光将他们的名字冲淡，但他们有
一个共同而不朽的称呼“医生”。“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一方济之，德逾与此”，在一千多年前，孙思邈如是说，而
一千年后的今天，千千万万的医者依旧是如是行。这些年，
由于医患关系的紧张和大众信任的危机，白衣天使的形象正
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贬低，而“医生”这个词曾经带
给人们的温暖和安慰正慢慢地被人淡忘，整个医疗行业也被
重重地笼罩上委屈、迷惑、无奈，有些医生因此丧失了自我。
人的确有贵贱，贫富，老幼，美丑，可是，谁可以轻视这些
人的生命以及生命之后的故事？医生的使命不就是为了使这
些生命永远充满活力，张开双手拥抱明天吗？我实在不能理
解为什么有些医生仅仅是为了病人没有医疗费而放弃对他的
治疗，难道他们就听不见那些对生命的热情的召唤吗？我实
在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医生必须收红包才能认真的为患者服
务，难道做好本职工作必须用金钱才能衡量吗？就连有些医
学生，只知道考取高分数而不知道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没有
“见彼苦恼，苦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何其可悲！然而幸
运的是，更多的医生还是在坚持着默默地工作、不懈地奋斗，
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奋斗的方向一直都是幸福感和意义感！



立志成为医者的人大多心怀善意，温柔敏感，对人世间的疾
苦有一种特有的感知力，只不过这种感知力过于平淡以至于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渐行渐远……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铭
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重任，履行“救死扶伤”的诺
言！即使当我们慢慢的融入世俗,踏着红尘的脚步前行，伴随
我们的仍旧是生命至上的信念，心中充盈的仍旧是博爱众生
的仁慈……..

大医读后感篇五

最初拿到书，刚刚翻开雄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大医精诚，
就已勾起了我万千思绪。自己已是即将迈入大三的学生，是
否认真想过医生这个职业，将来的自己可以有足够结实的臂
膀可以扛起。所谓“大”，乃大医之体，澄神内视，望之俨
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这样的精神面貌才会显得与白大
褂一样圣洁；”医“乃为医之法，为医之人需自矜已德，不
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
訾毁诸医，就像医院严格的规则要求一样，谨慎谦虚要牢记
心中；”精“就是要求学医之人博学至精，切不可道听途说，
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而重中之重就是”诚“字了，诚
心救人是医者最根本的为医之道了，是医生恪守一生的誓言，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在这样物质的社会，越来越多的滑稽变为流行，丑陋变为艺
术，暴力变成维护正义的武器，在接连不断的医闹惨案中，
前线医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作为医学生的我们也越来越
忐忑，这样一颗斗志昂扬的心不曾想会笼罩在越来越重的阴
霾里。反反复复地读着《大医精诚》，细细领悟其中句句箴
言，心头似乎有一缕春风，吹散那厚重的乌云。我想我更坚
定了做一名医生的决心，也明白了前路之艰辛，责任之重大。
世界与我，互相而已，我给予世界微笑，定能换来温暖拥抱。
我会以青春、热血诉说了一个亘古不变真言：奉献的天空是
最美的，真诚的力量不可抗拒。



大学，以前看来是轻松自由的代名词，而对于医学专业的学
生而言，真正的求学之路才刚刚启程。在学校，图书馆永远
是最热闹的地方，从开学到放假。教室满满的学生，书本密
密的笔记，青春匆忙的身影，快捷有力的步伐，这是我眼中
的南医，浓厚的学术氛围是学校最好的标签。德艺双馨薪火
传，杏林春色意阑珊，既然选择了医学，便只顾风雨兼程，
朝着前方，背着行囊矢志不渝的走下去。一代大师孙思邈说
道：”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一个基础扎实、业精、技精的人才能更好地服务大众。这就
需要我们很好的学习医学知识，多吸取教训和经验，在前人
的求医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得不承认，刚刚接触
医学知识的我们都明显感觉到要掌握的知识量大乏味，没有
太多临床经验和学习技巧，这需要我们投入极大的耐心和热
情。”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
幽微？“，这一语道尽了学医之路何其漫长，尽然走上了这
一条路，就不回头的走下去。生命是一个整体，他复杂又灵
巧，他多变又永恒，他可恨又可爱。当知识不断堆积，理解
不断深入，会有融会贯通，水到渠成的一天。生命的知识不
是文字，他需要我们用心领悟，在脑海里深深地刻上一副生
命的图谱。在医院暑期时间的时候，经常能感觉到身边凝重
的空气，病人的呻吟，家属的落寞，当别人把生命交到你手
中的时候，再多辛劳的不算什么，分分秒秒你要做的事就是
和死神竞赛，你能赢得筹码就是你现在踏踏实实走的路。是
啊，我们没有松懈的理由，没有抱怨的权利，这要求我们在
医学基础知识学习期间，要勤恳奋斗、持之以恒，以后行医
的过程中要精益求精，学而时习之。

看着医院的红十字标志，发现原来红与白的结合是那么美。
医生的制服白得如此耀眼，在红色的衬托下更多了一层意义
和责任。“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术不近仙者不可为医”，
医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以术济人，良好的医德必须以精湛的医
术为载体。中国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把“精术”作为“立
德”的根本和基础，而精湛的医术本身也是医德内涵中的重



要一部分，医生的医德应体现在热爱生命、对生命充满敬畏
和实行人道主义。洁白的白大褂是容不得半点污点，这也是
大医精诚所强调的心诚二字了。在漫漫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长
河，涌现一代又一代的旷世“名医”，古有扁鹊救世济人敢
于直言，华佗广施人道不分贵贱，孙思邈为民救世的精诚，
李时珍遍尝百草著书济世，叶天仕谦逊好学树医德……近有
裘法祖，林巧稚，将“大医精诚”奉为圭臬，更是以实际行
动诠释着，数十载医者路，眼底辨秋毫，持一颗仁者心，胸
中存灼见。伟大的医圣孙思邈以毕生实践者“胆愈大心愈小，
智愈圆而行愈方”。

也正因为先贤们毕生恪守着这样的信念，才真正成为“历代
医学家和百姓景仰的伟大先师”。要成医先成人，培养良好
医德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掌握专业知识，从古至今，文明
社会都非常注重道德建设，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那样形
成的。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文明于世，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为道德之准则，从而形成了资料丰盛而独具特色
的道德传统。本文作者孙思邈先生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
德艺双馨的典范，成为历代医录和百姓景仰的伟大先师之一。
那先前辈，他们耗尽一生疏泄杏林史上的传奇，而我们能做
并必须做到的是结果前人的旗帜，为这传奇更添几抹盎然绿
意。扎实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实践的锻炼，才可以成为医学的
栋梁之才。

但“欲成才，先成人”，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
生，首先要学习的便是医德，学习如何才称得上是一名好医
生！“大医精诚”，“精”于专业，“诚”于品德，这样才
是德才兼备的“大医”，而这亦是读完本书后得出的领悟。
医海博大精深亦一时难以参透其中的奥妙，所谓“青衿之岁，
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前人已做出典范，而我
要做的则是效尤先人，力争做到“精诚”二字，尽毕生之力
来做到“大医精诚”四个字！何况在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今
天，在法制社会越来越完善的今天，在文明之花开得熠熠生
辉的今天，铭记自己曾许下的誓言，做一名好医生。



好医生——简单的几个字，背后有些许沉重，些许光荣，些
许心酸，些许安慰……值得让我穷尽一生去读懂，去坚持，
去做好……我想《大医精诚》会一直在我手边，这条路上，
鲜花也罢，荆棘也罢，无悔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