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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B_99_E4_B8_AD_E5_c73_201418.htm 师弟师妹:我是你们02

级的师兄,写下这些东西的时刻,正是我得知自己通过考研,夺

得中山三院内科第三名的夜晚.回首七科联考结束的那个夜晚,

回首那一刻我的决定:考研,感慨万千.如今如心所愿,写些东西,

也许能对师弟师妹们有所帮助.我们为什么考研我们为什么考

研？我们有很多中说法，有的说本科生不好就业，研究生好

点；有人说当医生的反正都要考研，不如趁着还有心情读书

赶紧考，等将来工作了都没心情考了；有人是为了出国；有

人是为了将来晋升快一点；等等等等。现在在我看来，考研

只是毕业时的一个出路。我们毕业时有很多种选择：1.考研

。2.到一些医院，或大或小，作正式工。3.住院医师培训，争

取留在省级医院。4.出国。5.作医药代表。6.作医药相关的职

业，如编辑之类。7.公务员。还有很多，每个人的能力、社

会关系、对自己将来的看法不同，所做的选择都很不相同。

我原来想把上面七条路都讲讲它们的利弊，实现要付出的努

力和代价，但现在想想没必要，每个人的能力、价值观都很

不同，讲了也无用，倒不如讲讲我为什么考研。在作这个决

定之前，我认真的想了想我的将来。我问了自己几个问题

。1.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我能吃的了多大的苦

？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没有人不要付出努力，我能付出

多少努力，直接决定着我实现自己理想的程度。找到这个问

题的答案不是看自己的决心，而是要看自己曾经能吃的最大

的苦是什么，这时需要的是对自己心智的一个评价，而不是



一个期望。回首自己23年的学习历程，我曾经为了体育及格

，不论风霜雨雪，日日在操场上锻炼，每次锻炼结束都累得

半死，这一坚持就是数年。我是班里最刻苦的学生之一，在

教室里待的时间远远多过在教室外的时间。我一直的人生信

条是：win at all cost。我不怕吃苦。同时我也不怕过穷苦的日

子，我从六岁以后在没花过一分钱买零食，写一定要穿到帮

底全烂才换，买方便面有3.6元的决不买3.7元的，衣服永远只

够替换。所以实习搬家的时候，当别人都是几大箱衣服和鞋

的时候，我发觉我的行礼只有别人的一半。想完这两点，我

心里豁然开朗，我不在乎自己将来作哪个专科的医生，只在

乎自己能在哪个级别的医院工作，我不在乎自己将来能不能

作医生，但我在乎我将来得收入能不能上以奉老，下以育子

，让自己的妻子过她想过的生活。那么我的出路是什么呢？

就一条：到一个不错的三级医院任职，无所谓哪个科。实现

这个目标的方法有很多：1.通过读研找工作。可以留在自己

读研的医院工作，可以请自己的导师帮忙介绍工作，可以在

读研期间向自己想去的医院证明自己的能力。2.毕业就找一

家好单位作正式工。那是刚刚七科联考结束，我所能作得就

只有准备考研，准备求职是考完研之后的事。于是我开始准

备考研。为了考研，我寒假都没回家，在除夕我甚至没有打

电话回家，我在宿舍看书。我们能不能考上研究生很多大学

办学的目的就是考研，他们的学生常常不去实习在家准备考

研。更有甚者，有些学校再学生一进校门就教育学生要考研

。而我们中山医的的教育体系十分注重实习，尤其是我们的

附属医院。中山医的学生实习任务很重，相比之下我们能抽

出来用于复习考研的时间非常少。那么我们能考过大学的学



生么？在准备考研之时我一直很担心这个问题。对于考研一

分钟就是一分钟，我们在准备时间上差那么多，会不会考很

低啊？结果呢？我们中山医的学生考的非常好！！！可以说

只要是决心要考研，没有放弃的学生个个都考的很高。中山

三院大内科第二名是01级的师姐，第三名是我，第四名也是

我们中山医的。中山医院大内科第一名和第二名也是我们中

山医的。中山医的学生只要认真准备上个340～350是没有什

么问题的。我们准备时间也许并不多，但是我们更能挤出时

间来复习，更能吃苦。我们当年能在中山医金榜题名，现在

我们还能再一次创造辉煌。各科复习方法医学考研分两种，

一种是考临床的研究生，也就是考附属医院的研究生，要考

三门：英语、政治、西医综合。一种是考基础研究的研究生

，也就是考基础医学院的研究算生，不同专科考的不一样，

这要看当年的招生目录上的要求。每年的招生目录要到十月

分以后才出来，但我们是早就开始复习了，我们复习的科目

在当年的招生目录出来之前可以参看前一年的，一般不会有

太大的变化。西医综合07年研究生入学考试西医综合进行很

大的改革：1.分值从150升到300。2.取消原先考的专业基础课

。3.西医综合大纲中除原来的生理、生化、病理、内科、外

科之外，又增加了外科学的泌尿外科和心胸外科，以及诊断

学。内容较前增加。4.题目增加，从原来的150道增加到180道

。前150道和以往一样，后三十道临床卷考的是病例分析的选

择题，有点像职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题目。这个改革极大的改

变了西医综合的地位。1.西医综合分值奇大，它成为了拉开

学生档次的主要工具。2.取消专业基础课，考试的公平性极

大的增加，西医综合拉开学生档次的可信度更高了。所以西



医综合成为了医学考研的重中之重。3.大家英语政治的水平

都差不多，相差也就十来分，但是西医综合不同，复习的好

的人可以考到240+，而普通人考200+，这一下子就拖开了四

十分。4.增加了临床诊治技能的考核。相比起英语政治，西

医综合的复习最有性价比，西医综合的成绩最容易提高。4.

中山医收一年一万的学费，同时也给50％的学生一年一万五

的奖学金，换句话说，你考的每一分都可能是几百元。考完

研究生考试之后，我对西医综合的看法是：早点准备，阶段

复习。我的经验是西医综合复习大致分两部分

：1.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7月到考前是复习

西医综合的主要时间。一. 建议用时：这一段时间要求每天都

要拿出大量的时间来看西综，至少2~3小时。二. 建议用书：

贺银成。这本书的好处是：1紧密结合考试，告诉你什么是西

医综合2.把知识点总结成表格，易于记忆。别的书我大概看

了下，没有深入了解，总的映像是贺银成最好，我们这一级

一起考试的相当一部分使用这本书。三. 建议流程：西综要看

三轮以上。第一轮：理解加记忆。以贺银成为主，以书为附

进行一次系统全面的复习，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一段要

求能记多少记多少。第二轮：记忆加查露补缺。就要求能背

下80％以上的知识点了。这一轮也要两三个月。第三论查漏

补缺，以历年真题为主，结合贺银成和课本，边作题边复习

知识点，这种有针对性的复习效果往往很好。有些人看得快

的，可以看四轮，我有个师兄看了七轮，考上了肿瘤医院介

入科的研究生。大家都是学医的，相信大家对背东西都有自

称一套的方法，我就不说记忆方法了。但有一点想强调一下

，考研复习的时候经常会发觉原来看过的内容重新再看时，



发觉就好像根本没看过一样，这很正常，如果没有遗忘，人

就成电脑了。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种感觉而丧失信心，因为

每一个过来人都有这种感觉。没有必要为这种感觉而懊恼甚

至灰心。3.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西综各科的特

点：在这方面我没什么太大的经验。总的来说：生理几乎是

送分的，因为生理本身推理性强，需要硬记的知识点少，所

以一般失分不会很多。生化的题目不是很难，但应为生化要

求记的内容非常多，而且很多东西很相似，如真核原核生物

好几种RNA聚合酶的好几个亚基和好几种DNA聚合酶的好几

种亚基之间很容易搞混，一定要注意鉴别。所以生化的得分

率都比较低，对于我，复习生化的过程无异于自虐，往往是

看了几遍都是一点也记不住。我到考前一个月才找到复习生

化的好方法：按照专题复习，每天复习一个小专题，如糖的

有氧氧化、脂的代谢、DNA复制之类，每天记忆的量不要大

，但要求复习完之后能和住书默默地回忆一遍。第二天看新

的专题是必须把前面复习过的专题都先回忆一遍，以免学新

专题时，遇到和旧专题相似知识点时搞混。人的记忆似乎有

个特点：相似的东西必须对比着记，否则不但易记混，还容

易什么都记不住。生化相似的东西太多，知识点之间的关联

又很密切，所以必须在牢靠掌握前面的内容之后才能复习下

一章。有的同学也许认为每天都复习前面的内容会很占时间

，搞得今天的内容都看不完。我以前也是这种观点，后来我

发现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因为：1.在西综和背单词及其

他记忆类的学习项目上，复习比学习新的东西更重要。2.当

你习惯这种复习方法，对前面的内容比较熟的时候，那么复

习前边的内容的时间并不多。病理学的主要内容一个是对发



病机理的病理解释，另一个是对病理特点的描述。这两个都

适合考大题，但由于考研考的是选择题，所以病理命题的特

点就是抓特点，命题点主要是上面两大内容的知识点、特征

点，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书上加“最”这个字的内容。内科学

是最难的一门课，也是我考得最差的一门。不但因为内科学

本身的知识点庞杂，更因为内科学考的是极为细密的，所以

内科学复习的再细都不为过，贺银成那本书帮我们理清了思

路，但它罗列的知识点是不够的，还要以书为主。我的小窍

门是：在最后冲刺那段时间，最后复习内科，这样到考试的

时候，内科记得最清楚。外科学考得相对简单，一来外科的

知识点相对易记，二来命题也不难。诊断学07年基本没怎么

专门拿出来考，不知道08年会怎样。07年的参考书都没有涉

及诊断学的内容，不知道08年会不会。总的感觉是，复习了

诊断学内科学感觉轻松了很多，复习了内科学诊断学复习起

来更是轻而易举。因为这两个科室相通的。可以说增加诊断

学并没有给我们增加多大负担。外科学新增的心胸外科和泌

尿外科：这两个科在07年也没怎么考。不知道08年的参考书

和西综命题组怎样看这部分知识。我的想法是这些内容是新

增内容，命题上还不成熟，题量不会很大。我们当年很多人

都没看这部分内容。但08年应该会增加题量，但题量也不会

很多。5.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考研和实习的关

系。考研和实习二者不可兼得，但并不等于要为了考研而放

弃实习。考研对于实习是有好处的，因为考研的人会一直看

书，实习的时候才不会因为基础知识过差而理解不了上级开

医嘱的目的。实习时的学习过程是亲手操作，记忆的效果远

远好于只看书本。我在血液科实习前对血液科的知识根本记



不清，但亲自管过血液病的病人之后，对这些疾病的诊治原

则就了若指掌了。而且西医综合临床方向的最后三十道题都

是临床技能很强的题，没有经过实习，培养一定的临床思维

，有一定的临床经验，这些题是不好做的。07年有一道考炎

症性乳腺癌和急性乳腺炎鉴别的题目，我们四个没有实习过

外科的人，居然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而这个题目有四个选

项！可见现在临床方向题目对临床技能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政治政治课是我们绝大部分考研人最陌生也是最熟悉的一门

课了，说熟悉是因为我们从初中就开始学政治了，主要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小部分和邓小平理论及我党最新的

理论成果。说陌生是因为考研的内容比我们以前学的要庞大

很多，考的难度更是增大极多。我政治考得不好，只有70分

，算是个中等偏上的成绩，对于能上线的人来说。我的经验

是：一、政治没有必要太早开始复习，七月开始就有点早了

，但也绝对不能抱个“临时抱佛脚、考前突击”的想法。我

认为政治复习得从九月初或底开始就行了，太晚了很难复习

的充分。最好是大纲出来之后就立刻开始复习，因为这个时

候结合当年的政治参考书也都下来了

。nbsp.nbsp.nbsp.nbsp.nbsp. 二、政治复习参考书。市面上有

很多政治参考书，作为基础知识，大多都不错，因为知识点

都是按照大纲编的，差不多。我个人极度推崇任汝芬系列，

这个人讲课讲得很实在，也很幽默，最主要的是他对政治考

试的理解比较深。所以我听了他的班，买了他的全套书。政

治参考书只一套就行了，你认准了一家就买定一家的书就行

了，应为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编书方案，都自成体系，近似异

曲同工，所以没有必要买很多书。多了也没时间看。政治每



年都有命题专家组这类人处的所谓红宝书、大纲之类的书，

这些书很多人都买，几乎人手一本。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

我是一页没看。原因就是上面说过的：政治只买一套就行了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五、我的经验政治复习也分大概五轮。第一轮：理解。两个

月。每天一个半到两小时。这一轮要结合考研政治强化班来

复习。按照强化班对于政治的解释对政治各科进行一定的理

解，尤其要理解透马哲、政经，要基本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等的精神。这一轮对记忆的要求不是很高。第二轮，

一个月，每天两小时到三小时。要求记忆所有的知识点。第

三轮，二十天到一个月，再记忆一遍（把书再背一遍）。同

时作些题，我当时做的是任汝芬序列二，感觉尚可。这些题

的目的不是考试时撞到原题，而是帮助理解记忆知识点。第

四轮，这时你对政治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了，可以说是上了一

个境界，这时再看一遍书，大有温故而知新的感觉了。同时

也做点题，我用的是任汝芬序列三。第五轮，考前最后二十

天，这时的目的就是训练作题。这时要自己搞几次模拟考，

培养作大题的感觉和思路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自己

练句子。要把自己的作文表达从高考水平练到考研水平。针

对经典名句一句一句练。我自己就默写上百句经典句子。这

一段我用了两个月。二、nbsp.nbsp.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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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