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诚所至读后感 大医精诚读后感(模板5
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
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精诚所至读后感篇一

《大医精诚》为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第一
卷，集中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精"与"诚".今有幸得
梦师指导，拜读原著，略有所感，记录如下。

首先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愚以为这里面讨论的是医者的德
艺双修的问题。

对于"精"字，我的理解是"深入",深入学习，深入研究，不断
探索，永无止境。我们面对的人体及其所在关联环境是一个
复杂大系统，输入变量很多，关联因素和条件也很多，输出
的各种表象也变化多端，各种变量的隐性关联非常复杂，目
前我们还不甚了解。输入条件或关联因素稍有变化，整个系
统的反应与表象就很有可能完全不同，甚至进入混沌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诊断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我们不清楚事物发展过程的时候，现有的分析推导手段往
往是不能发挥作用的。我们手头现有的案例只是个例，医方
也只有统计上的意义，而我们面对的每一个病人都是独立的
个体，不太可能与以前的个例完全一样，也很有可能与总体
统计特性有所出入，然而一旦出现误判误诊，很有可能后果
是极其严重的。所以对于学医之人第一是要慎重，要对每个
病人每个方剂体察入微；第二是不能犯经验主义错误，尽信
书则不如无书，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谓"医者，人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于"诚"字，我的理解是"真心",真心对人，诚心做事，修身
养性，内慈外谨。内慈是指医者心胸要宽广，做到心存天下
苍生，慈悲为怀，以一颗善心普救众生。为人处事要稳重，
不为名利所累，不为声色所难。如前所述，行医是一个专业
性极强，极难做好的事情，但是一旦达到效果，对个人、对
社会的影响则极大。所以优秀的医者往往随时随地都处于各
种名利的诱惑之中。但如果以名利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一方
面很难控制事情的边界，最后很可能舍本逐末，导致医术停
滞不前，不能精进；另一方面追逐名利也必将为名利所害，
难得善终。

外谨是指医者要谨言慎行，低调做人，专心做事。医者掌握
着病人的生杀予夺之大权，如何能够取得病人的信任，能够
达到医患之间相互理解与配合，以取得最佳的`医疗效果，是
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本篇提出的方法就是想患者之所想，急
患者之所急，培养自己的代入感，同时注重言行举止端庄得
体，以建立患者对自己的信任。医患交心，才能达到更好的
疗效。

作为一名医道的初学者，这篇文章给我的警示是：

第一、对医术要有敬畏之心，不畏难，不自满，要抱着活到
老学到老的想法去研究医术；

第二、既然想做医者，就应该有超脱之心，以行医布道为己
任，不为名利所累。

对应这两条，本人自认为还是比较适合学医的。因为第一，
本人从事的工作就是做科研，对我自己而言，我的兴趣在于
科研的过程，在于自己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医学对我而言不
过是古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医者悬壶济世，
造福世人，是世间不可缺少的职业之一。



大医精诚，学医贵在学精，贵在真诚。孙思邈先生幼时多病，
为治病散尽家产而致家道中落，这为他日后从医奠定了基础。
古时，医者乃是一个卑贱的职业，即使它能救人于苦难之中。
与仕途相比，学医远没有做官那样具有诱惑力。

精诚所至读后感篇二

高中毕业的时候，想着我的未来想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
学医吧！那时候思想很单纯、很现实，就是因为做医生一是
可以治病救人，二就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收入。然而随着在医
学学习中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医生的职责和定位，我就越来越
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导师了，一个能够很好地净化我灵魂的
导师，诚如——《大医精诚》。

回想起来，我原本的思想太过单薄。什么才是治病救人？难
道真的就如字典上所解释的“治好病把人挽救过来”么？读罢
《大医精诚》，我才豁然开朗。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
言”。它明确地告诉了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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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发现自己的
内心逐步的晶莹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它，很感谢这个最朴
实的灵魂导师。

精诚所至读后感篇三

风华正茂的岁月里我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为生命之花的绽放
而孜孜不倦，霓虹繁华的世界中我们依然心境平和地安坐桌
前只为探寻那神圣生命的奥秘！当岁月渐渐磨平年轻的棱角
时会不会也麻木了我们悸动而敏感的心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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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生假设无精良医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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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上下浅深之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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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所系，性命相托。医生的
效劳对象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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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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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底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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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尚在医学根底知识学习期间，只有勤恳奋斗、持之以恒，
才能为以后的行医打下坚实根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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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医学生闻鸡起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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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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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病人的安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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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劳的心，决心人类的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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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疾厄来求救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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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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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过外表一切浮
华，用心体会患者的痛苦，关注生命本身，也只关注生命本
身，复原生命的本色。

精诚所至读后感篇四

《大医精诚》为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第一
卷，集中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精"与"诚"。今有幸
得梦师指导，拜读原著，略有所感，记录如下。

首先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愚以为这里面讨论的是医者的德
艺双修的问题。

对于"精"字，我的理解是"深入"，深入学习，深入研究，不
断探索，永无止境。我们面对的人体及其所在关联环境是一
个复杂大系统，输入变量很多，关联因素和条件也很多，输
出的各种表象也变化多端，各种变量的隐性关联非常复杂，
目前我们还不甚了解。输入条件或关联因素稍有变化，整个
系统的反应与表象就很有可能完全不同，甚至进入混沌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诊断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我们
不清楚事物发展过程的时候，现有的分析推导手段往往是不
能发挥作用的。我们手头现有的案例只是个例，医方也只有
统计上的意义，而我们面对的每一个病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不太可能与以前的个例完全一样，也很有可能与总体统计特
性有所出入，然而一旦出现误判误诊，很有可能后果是极其
严重的。所以对于学医之人第一是要慎重，要对每个病人每
个方剂体察入微；第二是不能犯经验主义错误，尽信书则不
如无书，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谓"医者，人之大事，死生
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于"诚"字，我的理解是"真心"，真心对人，诚心做事，修
身养性，内慈外谨。内慈是指医者心胸要宽广，做到心存天
下苍生，慈悲为怀，以一颗善心普救众生。为人处事要稳重，
不为名利所累，不为声色所难。如前所述，行医是一个专业
性极强，极难做好的事情，但是一旦达到效果，对个人、对
社会的影响则极大。所以优秀的医者往往随时随地都处于各
种名利的诱惑之中。但如果以名利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一方
面很难控制事情的边界，最后很可能舍本逐末，导致医术停
滞不前，不能精进；另一方面追逐名利也必将为名利所害，
难得善终。外谨是指医者要谨言慎行，低调做人，专心做事。
医者掌握着病人的生杀予夺之大权，如何能够取得病人的信
任，能够达到医患之间相互理解与配合，以取得最佳的医疗
效果，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本篇提出的方法就是想患者之
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培养自己的代入感，同时注重言行举
止端庄得体，以建立患者对自己的信任。医患交心，才能达
到更好的疗效。

作为一名医道的初学者，这篇文章给我的警示是：

第一、对医术要有敬畏之心，不畏难，不自满，要抱着活到
老学到老的想法去研究医术。

第二、既然想做医者，就应该有超脱之心，以行医布道为己
任，不为名利所累。

对应这两条，本人自认为还是比较适合学医的。因为

第一，本人从事的工作就是做科研，对我自己而言，我的兴
趣在于科研的过程，在于自己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医学对我
而言不过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同之处只是这是一个全新
的领域，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学习起来会更困难一些。

第二，本人经常做些慈善事业，推己及人自问还是做得到的。
至于名利，本人半路出家，并不指望能在医学上成名立业，



如果侥幸能有所成，那也都是导师教导之功、老天眷顾之意，
决不敢贪天之功。

一点愚见，请梦师指点迷津。

精诚所至读后感篇五

古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医者悬壶济世，造福
世人，是世间不可缺少的职业之一。

大医精诚，学医贵在学精，贵在真诚。孙思邈先生幼时多病，
为治病散尽家产而致家道中落，这为他日后从医奠定了基础。
古时，医者乃是一个卑贱的职业，即使它能救人于苦难之中。
与仕途相比，学医远没有做官那样具有诱惑力。作为一个传
统的封建家庭，孙思邈的父亲希望他踏上仕途，然而孙思邈
意在从医，将借来的医书藏于经典之下偷偷阅读，悉心钻研，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先生的真诚。先生由自己的身世想到了全
天下的疾苦百姓，因此他放弃了仕途而选择从医，放弃了荣
华富贵而选择了贫贱卑微。在先生的从医生涯中，先生四处
搜集医药典籍，学习民间医术，著有《千金要方》，先生全
身心的投入医学事业，不断精化自己的医术，先生的事迹让
人敬佩。

大医精诚，学医贵在追求极致。这无时无刻不在告诫我们从
医的根本“修身，明德”。医者医术固然重要，凭此可救人
于痛苦之中，而医者的德行则更为值得关注。一位好医生不
仅仅要拥有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德行也不可缺少。每一位医
术都应该守住自己的底线，做一位纯粹的医生，做一位孙思
邈先生一样的医者。

大医精诚，医学是博大的。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们都是
医学的范畴，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中医所强调望闻问
切，于西医同样有所体现，就比如说我所选择的影像学，说
白了就是中医中的“望，闻”，不过更加直观，更加方便。



因此我们应该打破人们的医学误区，打破人们总要给中医西
医分出个高下的观点，中医西医本属同源，不过表现形式不
同，并无高下贵贱之分。

韩非曾有言：“人处疾则贵医”。这句话是十分真实的，健
康时无人会关注医生，只有疾病出现时人们才会求助医生。
其实人们并不一定只有在生病时才能求助医生，医生也不仅
仅只会治病那么简单，医者可以对你的生活习惯提出有利意
见，帮助你更好，更健康的生活。因此医生也可以充当健康
助理这一角色。

大医精诚，医学博大精深，需要我们不断探索，需要我们不
断修身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