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例报告心得体会(实用5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优
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
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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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不停学，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疫情当前，你明白了
吗？”听到这久别的声音，见到那熟悉又和蔼的脸庞，我激
动地不由自主地喊到“梁老师好！梁老师要开直播了！”。
这一切源于这个不寻常的假期，它改变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

2020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全国各地打响，一种新型冠
状病毒横行肆虐，而且传播速度极快，传染力强。为了防止
疫情的进一步传播，我们必须响应国家的号召，宅在家里。

疫情的严峻，阻断了我们上学的路，开学不得不延期，但是
并没有阻断我们学习的脚步——实验中学的全体老师第一时
间行动起来，开始谋划“停课不停学”的网上教学方式，制
定了网上课堂实施细则。对于网络授课，说起来虽不是新鲜
事物，但对被疫情困在家里、条件有限的老师们无疑是一次
新的挑战。他们的身份将有所改变，直播平台将成为老师们
又一个全新的讲台。

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特别的期待，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
以回归课堂，在特殊的日子里和熟悉的老师同学们一起网上
学习。在期待的同时，我还有一些担心，担心老师们能不能
完成直播课程，这毕竟对于大部分老师来说都是第一接触，
老师们能否熟练运用呢，中途出现问题又怎么解决呢？这一
系列的担心，更让我想迫切走进直播课堂。



正月十七（2月10号），也是我们开学的日子，就这样我们跟
老师以特别的方式相遇了，开始新的学期。早读过后，我就
提早进入直播间，期待着我们可敬的直播老师。第一位主播
是我们的梁老师，“同学们能听到老师的声音吗？”“请同
学们准备好学习资料，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听到这熟悉的
声音我非常激动，一下感觉回归了课堂，紧接着老师邀几名
同学连麦进行互动，一切就绪后我们的直播课堂正式上线。
随着课程的推进，我的担心在缩减，老师的直播课程一切顺
利，接下来的直播课程都比较成功，彻底消除了我的担心。

我们的各科老师为了将最好的课堂呈现给我们，这期间他们
付出了太多的辛苦。如何选取直播平台，如何下载软件，怎
么建立班级群，又怎么在网络上实施，这对于他们都是新的
技术难题，需要一个个攻破。为了保证网课的效果，搭建老
师和同学们沟通的平台，我们各科老师不断寻找方法，几乎
全家齐上阵，准备各种设备，手机、电脑、耳机、话筒等，
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呀。数学、物理两位理科老师，因
为学科的特殊性，她们找来自家白板做板书，课件、板书来
回切换，直观明了；英语、历史老师为了避免出现直播卡顿
现象，她们都做好两手准备，准备了微课、视频短片做课堂
补充；政治老师家里没有电脑，一开始在两个手机上给我们
上课；地理王老师远在海南给我们上着直播课；生物老师做
的ppt课件，美观、生动，将自己家的绿萝剪断，做扦插实验。
还有我们的语文梁老师，每次上课前都送给同学们正能量的
话语，以鼓励同学们。“危机也是契机”，“老师期待着没
有温度的屏幕上，展现的是你暖暖的笑脸”，梁老师用这些
言语鼓励同学们积极连麦发言，参与课堂，展现自己的风采。
短短的几天，老师们由原来的生疏、紧张变得熟练、淡定，
从课件展示，从连麦互动，直播课堂也能挥洒自如，精彩不
断，让我们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非常感谢在网课背后默默付出的可敬的老师，在这场战役中，
老师同样也是一道道美丽风景线。



停课不停学，不让学习延期，不让成长止步，在这个特别的
时期，虽然是宅在家里，但我们的学习紧张而有序，书房变
成了课堂，这个假期变得更加充实。我们期待阴霾早日散去，
早日与老师、校园重逢，相信在不久春暖花开时，我们的课
堂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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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例是学习医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诊疗过程中，医生需
要通过对病人病史、体检、检查和辅助检查等多方面的分析
来确定诊断，制定治疗计划。学生也需要经常参与到病例讨
论中，加深对疾病和治疗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些
心得体会。

第二段：仔细观察病史

病史是诊断的基础，很多疾病的诊断往往建立在病史上。在
看病例时，我们需要仔细观察病史，探究病情的起因和发展
过程。同时，也需要了解患者的家族病史，因为一些疾病具
有遗传性，家族病史对于确定诊断和治疗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段：检查和辅助检查的重要性

除了病史外，检查和辅助检查对于确定诊断和制定治疗计划
也非常重要。例如，感染性疾病需要进行微生物学检查，肿
瘤需要进行影像学检查，心脑血管疾病需要进行心电图和脑
电图等检查。学生需要掌握这些检查的方法和操作技巧，为
未来的临床实践做好准备。

第四段：多角度分析病情

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需要从多角度分析病情。例如，从病
因学、病理生理学、临床表现、化验检查等多方面来分析疾
病，尽可能地获得准确的诊断。此外，还需要考虑患者的个



体差异，因为不同的人对同一种疾病的反应可能不同，治疗
效果也可能有所不同。

第五段：总结

看病例是医学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学生认真对待。
在病例讨论中，我们需要仔细观察病史，了解患者的家族病
史，重视检查和辅助检查，从多角度分析病情。通过这些方
式，加深对疾病和治疗的了解，为未来的临床实践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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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责任。“白衣天使”是战“疫”一线
“最美逆行者”，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义无反顾地奔赴疫情
防控一线，用专业的医疗技术与病毒抢时间，用强大的责任
心守护着每一个病人的生命安全。

人是感性动物，他们也并不是“铁打”的，也会偶尔想念家
人。各地在出台多项措施，激励关爱“疫”线人员的同时，
还应特别针对“疫”线医务人员家庭，拿出具体“干货措
施”，关心关爱这些人员的家庭，帮助解决“后顾之忧”，
让他们在“疫”线更加勇往直前。

落实家庭生活保障，让“疫”线医务人员“不分心”。目前，
各地纷纷实行社区、小区封闭式管理，旨在切断病毒蔓
延“渠道”，或多或少给许多家庭带来了一些不便。谁没有
父母、儿女，谁不关心家人的安全，“疫”线那群最美“白
衣天使”，舍小家为大家，第一时间主动请缨，成为最
美“逆行者”，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奋战在战“疫”一线，他
们何尝不想念家人，但是肩上“救死扶伤”的医护责任让他
们不能“三心二意”。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措施关心关
爱“疫”线人员，就该从以人为本出发，主动了解疫情防控
一线医务人员、援助湖北医疗队家庭在采购生活物资等方面
遇到的困难，积极联系社区及相关商家，组织青年志愿者



或“青年突击队”成员为其家庭无接触配送所需生活物资，
全力保障防疫时期一线医务人员、援助湖北医疗队家庭物资
供应，让“疫”线医务人员不为家人而分心。

落实子女在线关爱，让“疫”线医务人员“不忧心”。由于
疫情防控，全国各地学校均推迟开学，这些“疫”线医务人
员的子女大多成为了“留守儿童”，由老人帮为代管，子女
在家身体是否健康，有没有按照学校统一安排在家复习、自
学，学习情况如何，应该是“疫”线医务人员最为忧心的事
情。因此，各地要主动关心一线医务人员、援助湖北医疗队
子女，针对学校延迟开学，青少年、儿童留守在家，课业需
要辅导等问题进行摸排了解，利用“青年之家”“童伴计
划”等平台，组织青年志愿者、童伴妈妈为其提供优质、多
样、有趣、实用的作业辅导、自护教育、休闲娱乐等线上活
动。并且注重做好延期开学期间青少年、儿童安全宣传，引
导青少年科学安排新学期学习计划，做到“停课不停学”，让
“疫”线医务人员不为子女而忧心。

落实家属心理疏导，让“疫”线医务人员“不愁心”。一场
灾难必定会给一定人群心理造成“阴影”，像“疫”线医务
人员的家属，特别是作为父母的老人更是多了一份对他们的
担心，再加之由于疫情防控，“剥夺”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散
步、跳广场舞、下棋等老年活动，长时间“宅家”，更加重
了心理的不顺畅，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此，各地要主动
关心一线医务人员、援助湖北医疗队及其家属的心理健康，
组建高质量的心理疏导志愿者团队，与一线医务人员、援鄂
医疗队及其家属建立沟通联络渠道，给予一线医务人员和家
属积极的精神关怀，让他们互相支持鼓励，减少心理焦虑，
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决心，让“疫”线医务人员不为家属而
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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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是人们生活中的常见问题，看病是人们解决身体问题的



常见方式，而看病的心得和体会更是与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
紧密的关联。在看病的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医生的建议，还
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通过看病，我们可以深刻了解疾病
的性质，掌握健康的方法，提高自我保健的能力，为以后的
生活积累经验与智慧。本文将分享本人在看病过程中的体验
和感悟。

第二段：准备阶段，重视健康管理

看病起初，我们要做的就是重视自己身体健康的管理，长期
将身体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中，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
力，从而延长人的寿命和健康的时期。因为看病只是破坏了
身体自身的平衡，要达到健康需要维持良好状态。学会健康
管理可以减轻因看病而造成的身体损伤，保障大家的身体健
康。

第三段：看病过程，加强与医生的沟通

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必须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自己的
症状要有充分的了解，能够理性地询问医生问题，积极了解
药物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同时，我们要加强与医生的沟通，
了解医生的治疗思路、治疗过程和注意事项。如果医生的治
疗方案和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出入，应该及时向医生提出异议，
积极地与医生进行沟通和协商。

第四段：康复阶段，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当我们开始进行治疗之后，更需要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
在服用药物时，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按时按量服用药物，
避免漏服或过量服用。同时，还应注意饮食、休息和锻炼等
方面，从多个角度进行保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第五段：总结，深入感悟看病的意义



看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经历多个阶段。在看病的过程
中，我们不仅要了解病情，还要自觉地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加强与医生的沟通，积极参与治疗并如实反映治疗效果。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到看病的真正意义——提高自身的健
康观念和健康素质。我们应该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保
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让身体和心情充满活力，为更美好的人
生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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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立春已过，春耕在即。在新型冠状病
毒防控的关键时期，一手要抓好疫情的防控工作，确保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一手要稳字当头，毫不松懈抓好春耕生产，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层干部是疫情防控的主力军，也是搞
好春耕生产的关键人，精准应对，科学施策，找到疫情防控
与春耕保障的最佳结合点，确保疫情防控不放松，春耕生产
不误时，众志成城渡难关。疫情防控不放松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工作牵动着亿万中华儿女的
心。基层干部作为疫情防控的“守门员”“服务员”“快递
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成败在基层，关键在农村、社区、在网格点。正值春耕
季节，基层干部更要时刻保持战时状态，决不能放松警惕，
更加严格把联防联控的各项责任落实落细，切忌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能淬炼干部的英雄本色，越是
在吃紧阶段越要凝聚力量，同舟共济。在疫情防控吃紧阶段，
基层干部更要冲在前，干在先，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不
松懈，坚定站在严峻斗争的最前沿，始终保持疫情防控不打
烊。春耕生产不误时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
攻坚的收官之年，稳定粮食生产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同
时农产品是抗击疫情的物质基础，搞好春耕生产避免粮食生
产出现滑坡。一年之计在于春，眼下正值春种春管的关键时
期，基层干部既要搞好疫情防控，又要积极引导农民开展春
耕生产。基层干部要扑下身子，深入春耕一线，问农所需，
排农所忧，解农所难，全力做好服务春耕，真正让惠农政策



作润农春雨。春耕播种是一年收成的基础和铺垫，基层干部
要及时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高质量高标准的抓好春管春耕，
确保春耕生产不断档，为全年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开一个
好兆头。众志成城渡难关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在庚子鼠年之际扩散蔓延，牵动着全社会的神
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中华儿女展现出了英勇无畏，
勇往直前的民族气概，与时间赛跑，同病毒较量，中华儿女
团结一心，携手抗疫，守望相助，最好地诠释了“病毒无情
人间有爱，勇毅笃定无不胜”的希望和温暖。当春耕遇上
抗“疫”，广大基层干部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毫不松懈
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抓好春耕备耕工作的有序开展，这
既是一场大战，又是一场大考，基层干部要找准两项工作的
结合点，奋力书写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基层干部，精准
应对战“疫”与春耕“大考”，真正做到疫情防控不放松，
春耕生产不误时，众志成城渡难关，我们一定能取得双胜利，
夯实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和“米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