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导练培训心得体会(通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学导练培训心得体会篇一

近年来，国学研究再度兴起，备受关注。国学不仅仅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是我们认识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途径。国学导读作为一门学科，通过解读经典，传
授国学知识，为人们提供了认识自己和世界的一把钥匙。在
国学导读课上，我有幸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并深感国学
的博大精深。以下是我对国学导读课的一些体会与感悟。

首先，国学导读课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与积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
体系。通过国学导读课，我了解到了《易经》、《论语》、
《诗经》、《左传》等经典著作，这些经典不仅是文化的代
表，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解读这些经典的过程中，
我才真正认识到文字的力量和智慧的积淀是无穷的，这让我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充满了敬畏之心。

其次，国学导读课让我体验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
传统文化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和博大的思想，其中的智慧和哲
学思考令人叹为观止。例如，《论语》中的孔子教导我们
要“君子之学也，入乎其室，着乎其服，然后择乎其所不亦
君子乎”，这句话以简洁的文字道出了人之修养的重要性。而
《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则告诉我们要坚
韧不拔的精神。这些古人的智慧与理念深深地感染和启发着
我，使我更加坚定了学习国学的信念。



再次，国学导读课让我重新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学经典
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知识，而要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
就需要付出高强度的学习。国学导读课以其独特的解读方式，
将古典著作中的深邃智慧浓缩成精华，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学
习的平台。在国学导读课上，我学到了诵读经典的方法，了
解到了古代经典与今天的联系，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知
识和视角。这种学习是一种对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对这些知
识的深度思考和理解也需要时间的沉淀与积累。国学导读课
让我明白了学习的持之以恒与积累的重要性。

最后，国学导读课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中国拥有举世瞩目的五千年文明史，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
的骄傲。学习国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满足
我们的个人需求，更是为了让我们与传统文化对话，与中华
民族的文化精神相连。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我能够理解当
时古人的思维模式和思考方式，这种认同感和自信心让我感
到无比振奋。通过学习国学，可以增加我们对自身文化和民
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我们更加自信地面对世界。

综上所述，国学导读课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体验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
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国学导读课不仅仅是
传授知识，更是引领我们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通过学
习国学，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我们民族的文化根
脉，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薪火相传，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更
加坚实的力量。

学导练培训心得体会篇二

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
一颗明珠。在国学导论这门课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国学
之美，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学习中，
我有了许多感悟和体会。



第一段：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国学导论作为一门学科，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包括了儒、
道、佛、诗、书、画、礼、乐、易等各个领域。学习这门课
程，我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儒家思想让我理解了传统家庭和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道家思想让我了解了它对人类世界观和信仰的影响。佛教的
思想让我认识到了生命和世界的真谛，诗、书、画、呼应了
中华文化对美学和哲学的探索。礼、乐、易，更是贯穿了中
华文化的精髓和思想。

第二段：领悟传统文化的价值

在学习国学导论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了传统文化的价值。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在各个角落为
世界带来正能量和启示。通过学习国学导论，我认识到了中
华文化的一些根源，以及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
在当今世界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的情况下，传统文化能够给我
们带来不一样的思考方式，更深入地触及人的内心，启迪平
凡人生的智慧。

第三段：更深刻地了解自我

通过学习国学导论我不仅了解了中华文化，也对自己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学习文化方面，我因为一些知识点和
读物的参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些可以帮助我更加深入地
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得我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自己的所思所感，使自己个人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传人。除此
之外，我也更加明显地感受到了国家形成的历史积淀和文化
传承所给了自己修养和情感的牵引力。

第四段：塑造积极的人生态度

学习国学导论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自己需要塑造的人生态



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经典著作都强调了积极向上的人
生态度和面对生活的豁达。道家“无为而日治”、儒家
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放下世间执着”等思想，
都让我们认识到了生命中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教育我们面
对生活，朝向阳光的方向，闯过艰难险阻，获得真正的幸福
和成功。

第五段：感恩中华文化

学习国学导论让我更加感恩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得不到的。在这门课的学
习中，我逐渐了解到什么是那么珍贵和宝贵，感谢自己有机
会在这样的时刻和历史背景下接受这样的教育。我对于中华
文化感激不尽，也深感自己应该以实际行动回报中华文化的
恩典。

总之，国学导论的学习不仅让我了解了中华文化，更逐渐明
白了传统文化的珍贵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学习国学导论不仅
帮助我更全面地了解了社会，也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成长。我
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沉下心来学习国学，希望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

学导练培训心得体会篇三

《临床医学导论》是一门过度课程，是连接医学基础知识与
临床专业知识的桥梁。虽然当初读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豪壮医学生誓言时我为之动容，
但临床医学，是研究诊断、治疗疾病和医患关系的学科群，
他作为一种应用科学，是建立在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
学、基础医学等学科基础上的。《临床医学导论》这门课程
让医学生早期接触临床，早期对临床医学有全面的了解，初
步进入医生角色，提高对医学的学习兴趣，是连接医学基础
课程和临床课程的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这门课程犹如一剂
强心剂，使我们迸发出学习的动力，帮我们摆正了自己的位



置，认清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努力完成医学生向医生角色的
转化，做一名合格的医生。

首先《临床医学导论》给我们介绍医学发展史，作为一名医
学生，了解医学起源、发展以及医学模式是首要任务。通过
学习这门课程我了解了原始社会的原始医学、古代奴隶社会
的东方医学、古希腊医学。还有中世纪以防治疫病为主的欧
洲医学，以及日新月异发展的当代医学。这些都让我感到了
医学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也让我为人类祖先在过去的岁
月中与疾病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智慧而自豪。同时
我认识到了医学模式的重要性，作为医学科学和卫生发展的
历史总结，它必然随着人们对医学与健康及其影响因素认识
的深化不断的发展和变，对今后的临床指导和相关总结有重
要的意义。

老师们还教导我们，作为一名医学生，知识要广，专业要精。
所谓知识广是指要对医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了解，因为人
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只了解局部而忽略整体;而专业要
精则是指要对你将来从事的专科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所谓
术业有专攻。还要做到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两手抓两手硬，
他说曾经我们过去只重视临床技能培养而忽略理论知识的学
习，结果培养出来的却是“杀人机器”。聂正怀等老师用他
们的一个个真实的病例告诉我们有许多方面是要多加注意的，
要如何成为严谨求实的合格医生。因此为了掌握精湛的医术，
我们应该做到：重视理论课的学习，踏踏实实地学好每一门
基础课，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重视实验课的学习，培养
医学生的动手能力，达到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培养科学精神
和严谨的科研态度;重视实习，加深理解和巩固理论知识，并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提高综合实践能力。

李小安、常山等老师教导我们要善于观察病人，他们说在不
同的时间段里，病人可能有不同的状况出现，因为机体是动
态的，对于不同的病人，我们也要有不同的看法。常山老师
还说一个病症我们要有多种看法。这些话对我们以后很有帮



助和启发。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培养自己的情商，态度决定一切，这不仅
指对待学习和知识的态度，还指对待病人及患者家属的态度。
智商决定你是否能看好“疾病”而情商才决定你是否能看
好“病人”，因此只有扎实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还是不够的，
医学的目标不应当是狭义的健康，而应该定位于人的尊严。
医生应当维护患者要求生命尊严的权利和能力。医生不但是
要让人体面地活，更要对无力救治的患者细心照顾，让患者
体面地离开。能不能与病人的相处的好这也是判断是否是优
秀医生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也是医患关系得以缓解的手段之
一。只有更多的减少医疗纠纷，才能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与
精力来照顾需要照顾的病人，从而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因
此，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培养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对待职业上
要真情、热情、全心全意;对待病人上细心、精心、耐心、诚
心;对待病情上要科学、客观、公平、公正。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我清楚了医生的使命，必有的素质，
培养过程以及医生的标准是根本要求。懂得了医务工作的责
任是神圣而伟大的，正如老师教导的那样我们应为精湛医术
和高尚医德的具备打下坚实的基础，努力完成医学生向医生
角色的转化，做一名合格的医生。

学导练培训心得体会篇四

国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
化的精髓。在大学学习中我选择了一门名为《国学导论》的
课程，通过学习，我对国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第一段：国学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国学的概念。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
研究和传承。它包括了语言文字、历史、哲学、文学、艺术
等领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当



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学习国学可以增进我们对中国
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会有深
刻的影响。

第二段：课程的教学内容及学习收获

在《国学导论》这门课程中，我们学习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
程、经典著作、文学艺术、思想家等方面的内容。我们讲解了
《诗经》、《论语》、《道德经》等经典著作的内涵，了解
了书法、绘画和古典音乐等传统艺术形式的特点和魅力。通
过学习这些内容，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对传统文化的美和价值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第三段：国学对我们现代生活的启示

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国学的价值也越来越明显。国学强调
道德、伦理和人情，这对我们在当今社会中的行为规范、道
德取向和家庭关系都具有重大意义。民族文化的传承，可以
增进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对我们的个人和社会发展都有
深刻的启示。在我看来，现代社会需要更多的中华文化的精
髓，这有助于我们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积极面对各种挑
战。

第四段：国学对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的提升

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需要我们
更多地去关注。通过学习国学，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
统的文化和文化自信心，懂得欣赏和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层魅
力，这有助于我们树立起国际化背景下的个人文化自信心。

第五段：结语

总之，《国学导论》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价
值。在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将始终坚持学习传统文化，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我也希望更多
的人能够关注国学，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
献。

学导练培训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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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素质

职业道德

人际交往

虽然对《医学导论》的学习只有短短的几个周，可是我们却
获益匪浅，给我们授课的老师都是医院的各位领导和专家，
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丰富的临床经验向我们介绍了医学的起
源与发展，医学教育与医学学习及卫生生人员与卫生服务工
作等内容。让我们早期接触认识临床，对临床医学有个全面
的了解，对本专业的学科有了大概的了解，让我对以后的发
展方向有了模糊的概念，初步学会进入医生的角色，提高对
医学的学习兴趣。总得说《医学导论》这门课程是连接医学
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的一条纽带，一座桥梁，对于我们这些
将来的准医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导航。

首先这门课程最先向我们讲述了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了解到古
代的东西方医学,近现代医学,这些让我感到了医学的博大精
深和源远流长，也让我们为人类祖先在过去的岁月中与疾病
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智慧而自豪。其中最具影响力
的莫过于希波拉克底的医学誓词了“我愿以自身判断力所及，
遵守这一誓约。凡教给我医术的人，我应像尊敬自己的父母
一样，尊敬他。作为终身最终的对象及朋友，授给我医书的



恩师一旦发发生危急情况，我一定接济他……我愿在我的判
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
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我不得将有害的药品
给予他人，也不指导他人服用有害的药品，更不答应他人使
用有害药物的请求。……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
的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还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
他们谋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我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不
做各种害人的劣行，尤其不做诱奸女病人或病人眷属的缺的
事。在治病的过程中，凡我所见所闻，不论与行医业务有否
直接关系，凡我认为要保密的事项坚决不予泄露……”,很好
的概括了医生的使命。还记得刚开学在崇实会堂,大家一起举
着右拳念着铿锵有力的誓词,是多么的热血沸腾,第一次强烈
地感受到医生这个角色的神圣和肩负的重任。通过《医学导
论》这门课程的学习，我更加深刻的了解了医生角色的内涵。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需要较高的综合素质，以下三种
能力则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素质。医生应当具有渊博的包括医
学理论在内的学科知识和科学的思想方法，要有扎实的临床
技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保证诊治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效
性，从而实现自己的医学价值。不仅仅要牢记医学课本上的
理论知识，而且更要注重临床实践技能。此外，我们不应该
只局限于医学专业知识，还应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多阅
读社会科学类的书籍，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向社会学习，
在实践中学习。使不同的知识相互交叉渗透融合，不断产生
新的的知识和认识。

其次，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医学道德是医务人员在医疗卫
生工作中形成的并依靠社会舆论监督和内心信念指导的，用
以调整医务人员与服务对象以及医务人员相互关系的行为原
则和规范的总和。“医乃仁术，无德不立；大医有魂，生生
不息”，作为医生要有博爱、仁和的情怀、全心全意为人民
健康服务的思想，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必须以解决病



人痛苦为己任，一切以服务病人为中心，视病人为亲人。最
重要的是要严格遵循医德规范，对待病人不分身份、地位都
应一视同仁，而且要文明礼貌，态度和蔼同情关心和体贴病
人，把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落实到我们的实际工
作中去。

最后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较强的沟通能力。人际交往是社
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作为医务工作者则更应注重
与患者的沟通，医患之间良好的沟通人际关系对病程的治疗
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对医生
来说掌握医患沟通技巧是非常必要的，医患关系是同等的、
互助的，并且患者是中央，是主体，医师是效劳者。医生天
天打仗的是病人，借必需富有怜悯古道热肠和爱心，才能实
正做到以病报酬中间，急病人之所慢，痛病人之所痛，更好
地为病人消除病痛。医生应尊重病人，积极诚恳的倾听病人
的述说，在日常医护工作中多与病人接触，使患者感到被尊
重被关心和重视，应让患者在每个小的细节上都能感得到同
等，得到尊敬，以赢得患者的信任，才能让患者在心思上克
服徐病并乐意与医生协作。此外医生应严格保护患者的隐私，
理解患者的感受。只有当患者真正的信任你依赖你，才能理
解医生的工作，为医疗过程创造和谐融洽的氛围，使医疗活
动顺利有序地进行。

总之，作为临床医学的学生，我们应从现在起充分认识课程
的重要性，脚踏实地的学好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加强思想素质上的提升，学会与人沟通，提升自己的
人际交往能力。所谓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既
然选着了临床这个专业，选择了医务工作者这个职业，就该
坚定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努力学习，努力做一个有道德，医
德高尚，心系患者，医术精湛的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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