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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5_8C_BB_E5_c73_173810.htm 他们不是传统意义的

天才，他们并非都是名校出身，他们也非有很高的考研分数

。高校里他们是一群普通的学生，考研路上也是毫不起眼的

人群。在艰难的考研路途，他们或横跨专业，或出人意外，

或直接攻博，他们都以不同的成功方式记录了考研时代的悲

壮岁月。 学生、教师、医生 我们学医的人中，读研的人大致

有三类：一是直接从本科考上的；一是像我这样做了几年老

师，没有直接接触手术刀的；再是做了几年医生后再考的。 

对本科直考生而言，考研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避开不容乐

观的就业，并且为了日后有更好的发展。而这样选择的优势

也是显而易见：公共课的内容，特别是英语还没忘记，考时

相对容易；毕业后年龄也相对于其他两类研究生较小，好找

工作。而劣势则是：对自己在临床医疗中所欠缺的知识和技

能缺乏足够的认识。 我考研的目的简单明了：不喜欢教书，

借着考/读研换行业（由教师转为医生）。而我这样的人考研

也占了便宜的，毕竟我所在的学校虽然收入不高，但工作悠

闲。故不用辞职考研，考研所费成本很小。我毕业后从事教

学工作，这使我在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及考试答题中占到优

势。 我有一本科的同学毕业后做了医生，虽然收入和社会地

位都高于我，但最后还是辞职和我一起考研。因为他是辞职

考，所以目标十分明确，属于破釜沉舟一类，也考上了。在

考研时，我同学因工作后一直从事临床工作（肿瘤科），故

他在内外科及专业课复试中占了优势。 对于考研，我个人觉



得应届考生可能对自己的人生目标看得不太清楚，可以考虑

在工作2～3年后再考。这样的做法可以在研究生学习中更有

针对性。 填报技巧和公共课复习 报考学校和专业也是一门小

学问。当时时间紧迫，我选择了专业基础课当中的病理学的

专业。认真研究了重庆医科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2000~2002年

的病理学考题后，我因华西的试题稳定且重点突出，故最后

报考了华西肿瘤学专业。 在复习备考中我发现最令自己头痛

的是英语。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星火式和王长喜英语词汇

太过于繁杂琐碎，尤其不适合时间较紧的考生，我推荐新东

方考研英语词汇。如果你基础较差，建议至少提前半年开始

复习，每天至少背两小时单词，尤其是要反复记忆，直至考

前一天。 至于阅读理解，我觉得求精不求多，只需要做100篇

左右和真题难度差不多的阅读理解即可，但要反复地做，每

篇文章至少做5遍，每次都做在草稿纸上练习，以免再做时有

提示。在做阅读理解时，最好全文翻译，这样翻译的复习也

一并完成了。在复习词汇和阅读理解时，背单词和做阅读理

解要结合起来，在保证准确率的基础上提高速度。在这个过

程中，你的自信心会无数次地遭到打击，所以要咬牙坚持住

。 西医综合复习 我由两次参考经历比较得出，如果西医综合

一科你想考到125分以上，且又有充足复习时间的话，那么你

一定要仔细看书、反复做模考题。如果你仅把目标分数锁定

在100~120分之间，就可先不看书，而是以模考题和往届真题

为中心开始复习。其中于吉人的预测题命中率很高，且和真

题较为接近，明显优于肖毅的预测题。 考前两个月就该开始

做题了，每天一套。第一轮先把所有题做一遍，并且把每套

题的生理、生化、病理、内科、外科部分划出来并单独统计



分数，记录自己各部分的正确率，并在每套题做完后，把错

的题通过查书，并结合于吉人的答案（但有少许错误，以教

科书为准）弄懂。第一轮复习完后，第二轮就根据自己的薄

弱点，按已划出的各部分重点突破之。 初考上线后，紧接着

将面临复试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结合导师的研究方向和所报

专业的情况来复习。我报考的方向是肿瘤基因治疗的基础和

临床，故买了本《肿瘤学》（研究生用），就其中基因治疗

部分详细阅读，另外把内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科中中国人

常见的十大恶性肿瘤挑出来详读，同时重视病理学改变。另

外还准备了英语的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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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