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中央天帝黄帝的读后感(模
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可是读
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四年级中央天帝黄帝的读后感篇一

《黄帝内经金匮真言论》云：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
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
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
脾，俞在脊。这只是经典中的一小段，我把自己平时读经典
后，运用经典的几个病案写出来，与您一同分享，希望能对
您有所帮助。

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过来找我针灸治疗颈椎病，因为以前
脖子疼痛，用二针就能明显减轻，有时一针就可以了，今天
又来了，说昨天科室有个事挺气人的，领导安排给他做，又
没地方发泄，实在不想接那个活儿，晚上想着这事，没睡好，
早上起来，颈椎部位疼痛，头晕不适。因为我很了解我的同
事，平时蛮有性格的，脾气较大，又急躁，听他说完，心里
明白了他的颈椎病是因为肝郁化火，想起内经的原话：东风
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针刺肝经原穴太冲，用泻法，1
分钟后拔针，头晕颈痛消失。

省公安厅一领导，上班期间办公室突然感觉心好像要跳出来
了，很难受，自己摸脉，每分钟接近150次，持续了近30分钟，
打电话咨询该怎么办?问起病因，说最近因为国庆60周年庆，
因安保工作方面的问题，工作压力大，自己火气很大，经常
对下属发脾气。我比较了解我的朋友，要他平躺在床上，用
手重按左手内关穴处，他照做了，开始压上去疼痛难耐，很



想放弃，电话中一再嘱咐直压到内关穴处无疼痛为止。20分
钟后电话告知心跳如常。这也是来自于学习经典的体会，内
经原文：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选手厥阴心包经内
关穴，指压治疗，疗效确实令人感到惊奇。如果病人没经验
的，肯定会急诊叫120送去医院，其实这也是中医针灸在急诊
临床应用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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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中央天帝黄帝的读后感篇二

怀着这样的心理，我翻开了黄帝内经素问。简单看过注家对
黄帝内经的介绍，就开始进入正篇。

素问不愧是经典言论，一开始就道出了"今时之人，年半百而
动作皆衰"的问题，并提出了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又常，不妄作劳……可谓是一针
见血，但这不是它最厉害的，最难得的就是找到了生命与自
然的联系，并用非常通俗却又变化无穷的阴阳来反映其规律。
古人以阴阳论道，可敬可叹。

黄帝内经之所以是中医学，甚至是所有医学的必读书，并不



是说它囊括了所有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而且它也做不到，
真正值得借鉴的就是其中对人体五脏六腑、经络等做出了基
础论述，正所谓名不正啧言不顺，要论治，就要辨证，要辨
证，就要审症求因。有因才有果，正是黄帝内经给出了因，
才会有中华医学这个果。在五脏生成篇、五脏别论篇等篇章
里，黄帝内经记述了五脏六腑的基本特点;在三部九候篇、玉
机真脏论篇等篇章中，黄帝内经论述了切脉的部位与方法，
脉象随季节的变化规律等等;更让我惊喜的是，在黄帝内经的
宝命全形篇、八正神明篇等篇章中找到了当初学习刺法灸法
学时的原文：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侯已备，
后乃存针……这些熟悉的字句让我对黄帝内经更加亲切了。

事实上，黄帝内经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它还不够全面，也不
够准确，但它有留白，给后人完善的可能。譬如，黄帝内经
对五脏六腑具体形状位置的论述并不详尽，但后来就有人在
一本叫医林改错的书中进行了纠正。我很佩服医林改错的作
者，但更让我敬畏的是这隐藏在历史长河中若隐若现的传承，
这是伟大的。

《黄帝内经》读后感3

四年级中央天帝黄帝的读后感篇三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以经命名的三大奇书《易经》、
《道德经》、《黄帝内经》之一。这三部奇书不仅代表着中
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代表着古人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所
做出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黄帝内经》也是中国传统四
大经典著作《神农本草》、《黄帝内经》、《难经》、《伤
寒杂病论》之一，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较早的医学典
籍。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仅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古书中千古流芳



的内容，更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断去继承古人的优点、
弥补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不足、赋予他们崭新的生命力，使
得他们不断跟上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脚步，继续让他们为人
类社会的良性发展不断发挥出应有的源头作用。

有道是：百善孝为先。

古人云：为人子而不读医书，犹为不孝也。

因此，身为一名有知识、有修养的现代人，无论是为了我们
父母的身体健康还是为了自己乃至子孙后代，人人都有必要
重新去学习并领悟人类先祖著医书的宗旨，正确看待他们学
医、重孝之目的，全面了解《黄帝内经》能给世人带来的人
生启示。

据网上相关资料介绍：第一、从《黄帝内经》现有的内容看，
《黄帝内经》是托名传说中的人文始祖黄帝及其臣子岐伯、
雷公、鬼臾区、伯高等人的论医之书，包括《素问》和《灵
枢》两大部分，各分九卷、81篇，共80多万字。

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
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
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
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
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
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
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
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
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
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
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
（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



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
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

（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
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
到北宋嘉佑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
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
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第二、从《黄帝内经》原始的内容看，《黄帝内经》又名
《内经》，其中所引述的古代医籍多达五十多种。主要有
《禁服》、《脉度》、《本藏》、《外揣》、《五色》、
《热论》、《诊经》、《脉经》、《针经》、《上经》、
《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等等。
这说明在《内经》成书之时，就已经有很多的更为远古的相
关医书流传于世，所以，也可以简单地认为《黄帝内经》是
对我国上古医学的第一次逻辑大总结。

第三、从《内经》的创作年代看，其基本定稿年代大概不晚
于战国时期。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出于秦汉及六朝人之手，
但是，《内经》得以见诸于世可能在大约2000年前百家争鸣
的先秦时期。

第四、从《黄帝内经》涉及的知识领域看，其博大精深的阐
述，不仅仅涉及医学，还涉及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
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很多的学科。

第五、从《内经》的问世及其深远影响看，中国古代著名的
大医学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正是深受《内
经》成书思想的熏陶，经过自己不断地刻苦研读，深得其内
容精要后再不断结合自己切身的体会，重新弥补了其中的不
足部分，最终才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医。

第六、从《黄帝内经》的成书过程看，《黄帝内经》撰成之



初，在战国时期可能被称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
等20余种单行本。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最早著
录于刘歆《七略》中，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
八卷。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
完整地保存，载于《汉书艺文志》中，仍为十八卷。东汉末
年，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为《伤寒杂病
论》。魏末晋初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
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汉书艺文志》
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
《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所亡失。
《九卷》在唐代时，王冰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崧将其
家藏《灵枢经》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
附加音释，镂版刊行。由此可知，《九卷》、《针经》、
《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81篇和《灵枢》
81篇，各9卷，始成为《黄帝内经》基本固定的两大组成部分，
分别从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藏象、
病症、诊法、治则、针灸等九大方面，并结合当时哲学和自
然科学的成就，始对中医学作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认
识。

从以上的相关资料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总结：《黄帝内
经》决非一人一时之作。它的著成，不仅标志着中国医学由
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还标志着远在两千多年
前的古人在战胜疾病方面已经不再迷信天命论的封建迷信思
想，更标志着优秀的中华儿女所肩负的孝敬父母、造福子孙
后代的人生重任！与此同时，《黄帝内经》的问世，不仅为
当世的人们在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
以及药物学等医学研究上奠定了相对科学的、坚实的理论基
础，还对巩固世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以及如何战胜疾病方
面起到了重要的科学引导作用。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
《黄帝内经》汇集了战国时期前后众多远古的医家乃至道家
成功的治病救人经验，为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
未乱敲响了防重于治的治世警钟！



首先，在医学理论上，《黄帝内经》不仅从微观的角度建立
了中医学上虽然比较抽象但却相当系统的阴阳五行学说、脉
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
诊法、论治以及养生学、运气学等中医学基础理论，还从宏
观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在治病救人方面应该从诊断上努力做
到望闻问切、综观全局，从治疗上应该努力做到标本兼治、
内外结合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指导。直到现在，在人
们大力提倡中外结合、科学发展的现代化年代，《黄帝内经》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等等标本兼治的中医学理
论仍然不失为人类社会得以实现走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内径。

《黄帝内经》自始至终都是一部可以和《老子》道德经相媲
美的治世经典，是作为和谐社会的每一位公民得以实现走向
完善自己、战胜自己的外径。

总而言之，作为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影响上首屈一指
的人类文明始祖之一黄帝，历代的著作者既然愿以黄帝的名
字去命名、并不断为《黄帝内经》补充更新的内容，所以，
无论是把它作为指导人类得以健康发展的外径还是内径，我
想，其社会价值自然是流芳百世，其社会影响必然会福满人
间。

四年级中央天帝黄帝的读后感篇四

中医这种东西实在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感冒，但那是因为没
有静下心来真正读过——而没有读过这本书，真的是白白浪
费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了！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能胜在哪里呢？
经济，政治，法律都不行，就连体质都比人差一大截；能胜
过的就是前年集结的智慧而已！

关于阴阳节气，向内观止这样的东西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没
有人愿意去研究除非病找到头上！因为向内看麻烦，外面大
千世界那么好；想内看还会苦恼，不如活一日过一日快活。



可是人如果不向内看就不了解自己，那就无法了解世界更不
能为王！作者说身体比头脑聪明，头脑是有为而治，身体是
无为而治，不做什么能办好事永远比费很大力气办好事聪明！
书里甚至说到一些所谓性格上的缺陷也是由于身体问题所致。

比如说一个人很懒，能坐着就不站着，总想睡觉，这好像是
脾出了问题。

一个人没耐心，做事三分钟热血，是因为肝火太旺，相反磨
磨蹭蹭犹豫不决的就是肝火太弱了！

可以肯定的是我现在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没有什么大病，
只是时不时会头痛，肩膀痛，喉咙痛，眼睛痛，行经腹痛等
等，家中常备下火药，消炎药之类——每月固定开销有两项
是药品和护肤品！

尽量不要吃西药，西药只能维持，价格也不便宜，虽然见效
快，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要吃垃圾食品，吃的时候就是垃圾，吃进去更是垃圾，花
钱找罪受。

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有好身体，贵在坚
持。

营养均衡的饮食其实也不需要花多钱，有营养的东西不一定
是贵东西，而且主要在于搭配。

锻炼身体就更需要了，不用花钱，又乐在其中的事啊~

四年级中央天帝黄帝的读后感篇五

医这种东西实在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感冒，但那是因为没有
静下心来真正读过——而没有读过这本书，真的是白白浪费



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了!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能胜在哪里呢?经济，
政治，法律都不行，就连体质都比人差一大截;能胜过的就是
前年集结的智慧而已!

关于阴阳节气，向内观止这样的东西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没
有人愿意去研究除非病找到头上!因为向内看麻烦，外面大千
世界那么好;想内看还会苦恼，不如活一日过一日快活。可是
人如果不向内看就不了解自己，那就无法了解世界更不能为
王!作者说身体比头脑聪明，头脑是有为而治，身体是无为而
治，不做什么能办好事永远比费很大力气办好事聪明!书里甚
至说到一些所谓性格上的缺陷也是由于身体问题所致。比如
说一个人很懒，能坐着就不站着，总想睡觉，这好像是脾出
了问题。一个人没耐心，做事三分钟热血，是因为肝火太旺，
相反磨磨蹭蹭犹豫不决的就是肝火太弱了!

可以肯定的是我现在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没有什么大病，只
是时不时会头痛，肩膀痛，喉咙痛，眼睛痛，行经腹痛等等，
家中常备下火药，消炎药之类——每月固定开销有两项是药
品和护肤品!

尽量不要吃西药，西药只能维持，价格也不便宜，虽然见效
快，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要吃垃圾食品，吃的时候就是垃圾，吃进去更是垃圾，花
钱找罪受。

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有好身体，贵在坚
持。

营养均衡的饮食其实也不需要花多钱，有营养的东西不一定
是贵东西，而且主要在于搭配。

锻炼身体就更需要了，不用花钱,又乐在其中的事啊~



看了《黄帝内经》收获颇丰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