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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BB_E5_AD_A6_E8_c73_172841.htm 中国的医学院校可

谓备受青睐，毕竟医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收入又很不

错。但是这也造成了竞争的加剧，眼下的“考研热”就是个

具体的例子。 现在国内的医学院校大体有4种之分，第一种

是老牌的知名医科大学，建校早，历史悠久；学术水平高，

论文排名靠前；名医荟萃，医疗技术领先；地理位置优越。

比如原北医大、协和医大、华西医大、上医、同济医大等。

第二种是省内或区域内（如东北、华北、华南）知名的医科

大学，比如哈医大、山东医大、湖南医大、中山医大、原浙

医大等，这些医科大学在一定范围内比较有名，其中的某些

专业在国内甚至国际领先，但医疗水平、学术水平在总体上

还是略逊一筹。第三种是各省的小医学院校。这类院校一般

不叫医科大学，而是叫医学院。医疗水平、科研水平都比较

一般，文凭的含金量也不高。第四种即各省的私立医学院校

。一般来说，第一类学校中的每个专业都有硕士点。第二类

学校也基本都有，但有些极个别专业（比如哈医大的法医专

业）没有硕士点。第三类学校中，有些学校可以招研究生，

有些不可以。 不可否认，无论是从知识的获取，还是从个人

前途的发展来说，第一类院校绝对是每一个志向高远、成绩

优秀的学生的首选。但这也决定了其竞争的激烈和残酷。某

些热门专业的录取比例甚至高达100：1（因为是全国招生）

，真是百里挑一。一些普通的专业竞争也很激烈，毕竟学校

的牌子响，含金量高啊！这类学校的报考者一般都是本校的



学生居多，他们与第二类院校的学生相比，熟悉题路、认识

导师、了解内部信息、获取以前的历届试题也比较容易，而

且由于教学质量比普通院校要求高，他们对知识的掌握也比

较全面、深刻。因此，如果你身处第二类院校，准备报考第

一类院校，一定要认真考虑，认真复习，充分准备，因为实

力是考研的第一要素。 纵观国内医科大学，第一类院校虽然

好，但毕竟难考，更多的同学还是把眼光瞄向了第二类院校

，甚至包括一些第一类院校的学生。总体说来，第二类院校

的选择面比较宽，学生之间的总体素质相差不大，招生数量

比较多，竞争虽然激烈，但机会也多。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一

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同学都喜欢报考自己的所在学校，

也许是因为熟悉的缘故吧。其实这个现象并不好，每个学校

都有各自的特点，即使是相同的专业，在不同的院校也各有

侧重。如果大家都囿于一个小圈子、小团体，很容易造成学

术上的“近亲繁殖”，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百家争鸣”还有

什么意义？也许有人考虑，报考自己所在的院校可以通过一

些“关系”、“后门”获得一些优势。这个现象不容否认，

的确存在。但一个真正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导师所看重的是你

的知识，而不是什么“关系”。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网上

招生、网上录取也势在必行，在大家彼此公平竞争的前提下

，你的“关系”恐怕也要大打折扣了。所以建议大家把眼光

放长远一些，何必守着自己的学校不放。如果你在第二类院

校，平时成绩不错，奖学金得过好几次，英语过了六级，年

级排名也比较靠前，那么如果你继续再接再厉，认真复习，

再努力拼搏几个月的话，就完全有能力考取同类院校的硕士

研究生。 对于第三类院校的学生，建议你们向更好、更高的



第二类院校报考（如果实力确实强劲，甚至可以报考第一类

院校）。这里并不是说报考第三类院校的研究生不好，但如

果你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流更多的汗，是完全有能力超过第

二类院校的学生的。笔者的很多研究生同学都来自第三类院

校，他们的专业也都很不错，比如骨科、心内、药理等等。

他们的学习态度也很让我敬佩。 也许有人觉得我所列的第四

类院校多余，其实我只是想用它来代表另外一个渴望考研的

特殊群体，那就是许许多多的专科生、护士、甚至一些非医

学类的其他专业的同学。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接受本科

教育或不喜欢自己原来的专业，但现在的很多院校都要求本

科学历才可以报名，所以他们应继续学业，完成本科的课程

后再来考研。我们并不赞成跨学科考研，因为医学的东西太

多，如果不经过系统学习，仅凭着个人爱好和一点点医学知

识是很难考上的。当然，也有学西医的学生报考中医研究生

，竟然也过了分数线，但这样毕竟还是极少数。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