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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整整两年的词语，直到今天还是忍不住要再次提起，因为

它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它曾经是我生活的全部中心，是

我努力的动力和目标，它给我带来过失败的打击，也最终给

我送来成功的喜悦。我想对每个人来说“考研”都是一次机

遇，也可能是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面对考研，大家首先就要

面对一系列选择，考还是不考？考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

专业？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我初次考研也同样面临这些，第

一个问题答案在大一就很明确了，当然要考研，一是因为本

科的学校不够理想，二是做为一名中医院校的学生，面对巨

大的就业压力和学科本身的特殊性，考研可能是每个人的首

选。第二个关于择校的问题也很重要，甚至直接影响考研的

成败，无疑选择本校是最保险的，不但初试有优势，复试也

几乎没有什么风险，而且我们学校全部是公费名额。但我从

没有想过要考本校的研究生，因为一直想通过考研改变自己

的命运，我的目标就是北京的学校。 至于专业，第一年我算

是跨专业考研吧，考的是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生。第一年专业

不是全国统考，还是各个学校出题，正赶上那年学校试点搞

改革，专业课是教育部统一出的题，考了120分的西医，30分

的中医，西医考的又是比较难的诊断和内科，中医考的也是

内科，而且题型，出题模式都没有具体说明，更别提什么范

围了。也怪自己没有仔细阅读学校当年的招生简章，只是打

听师哥师姐往年的专业课题型了。直到10月报名时才发现这



个严重的问题。当时一心想考眼科的研究生，而且之前准备

得也比较充分，最后决定放手一博，没有改变自己心中的志

愿。可后来复习起来，才意识到专业课的难度，尽管我把厚

厚的西医课本看了至少两遍，可范围实在太广了，而且最后

考试问答题没有答题经验，写的字数太少，尽管选择题答得

不错，可所占分值有限，结果150分的题，我竟然只得了57分

，后来去学校查卷子，老师说几道10分的大题，几乎没得几

分。结果最后的总分甚至离全国C区的线还差3分。当年该校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所有考生只有2人上线，后来都是从外校

调剂的。名校是不会因为没有学生上线而降低评分标准或者

降低录取要求的，所以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跨专业考研

绝对是个冒险的选择，身边当然也不乏成功者，但还是失败

的例子更多，所以大家一定要针对自己的实力，和你预计自

己能付出的努力程度而谨慎选择。 第一年的考研失败我总结

出几点教训，一是，专业选择上的失误。二是，自己搜集信

息不及时导致准备时间不足。三是，当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

英语政治上，因为前辈一直强调这两门的重要性，有个高中

同学更是英语考了72，政治考了90.所以我指望通过英语政治

来弥补专业课上的不足，既使后期每天也拿出相当多的时间

给英语政治。可事实是，英语政治得一般的分数很容易，可

如果想得高分，除去运气的成分，实在是太难了，每科想提

高10分要付出的努力可能要比别人多出不只10倍，而且北京

这两门每年都压分压得很厉害，政治想考90简直比登天还难

。而专业课一门的分值就有150，一般情况下，得100分以上

是很容易的。而英语政治两门得满分也不过200分。第一年由

于时间安排不合理，全国统考的专业课考得也不理想，所以



导致了考研的最终失败，连调剂的资格都没有。 自己努力了

大半年，所付出的辛苦和面对的压力只有自己知道，面对考

研结果，真的是很难接受。经历过考研的人都会有体会，考

研的过程无疑是痛苦的，是很折磨人的，刚拿到分数的时候

，只感觉是命运捉弄人，说实话我也是不打算考第二年了。

当时复习的时候，根本不敢想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因为父母

对我的期望特别高，导师都提前联系好了，所以一直以坚决

不考第二年来激励自己每天不放松地复习。知道成绩后也无

心在医院实习了，感觉干什么都没有动力。到五一，家里又

遭遇重大的变故，那时真是心情沮丧到谷底，每天数着日子

过，要安慰妈妈，自己还不能表现得很难过，默默地忍受着

长这么大遭受的最大的挫折和打击，家里人也无心关心我的

未来，那时在当地的中医院上班都好像是不一定能实现的目

标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只是在家里呆着，每天等着各种消

息，一时好一时坏，到了月底总算最后家里的事情有了比较

不错的结果。后来就忙着临床考试、实习鉴定、毕业论文，

到六月最后去学校毕业，眼看着班上的同学，特别是考本校

的，都轻轻松松得通过了，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 毕业后我

就到了北京，当时就做了两手准备，一是爸爸的朋友在美国

有一定地位，想让我考托福和GRE出国读生物或药学。二就

是再度考研。直到在网上看到医学考研改革改成全国统考，

才把考研正式提到议程上。因为我英语政治基础不错，统考

中医综合也不过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加了针灸的内容，相对好

复习一些，感觉都对自己比较有利，但真正系统复习是10月

报完名之后，之前一直还很犹豫，还在参加新托福考试的辅

导班，还有一个心理治疗小组的记录工作。 今年的复习就把



重点放在了专业课上，说实话复习的时间和精力远远不能和

第一年相比，感觉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干劲儿和能量了。不过

我感觉关键的是要封闭学习，精力集中，就算每天学习时间

没有那么多，也决不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不能受外界太多

的干扰，学一分钟就要有一分钟的效率。当然在学校自习室

阅览室，和同学们做伴，有固定的计划和作息时间是最好的

。其实战线拉得太长容易坚持不下来，考研最重要的是考前

的两个月，如果不能坚持到底，很可能功亏一溃，所以基础

好的同学集中最后3个月的时间强度复习，也足够了。再有就

是注意身体和合理的上网时间，我考前两周不幸发烧了，在

床上躺了几乎一周，整天就是睡觉，什么也看不进去，耽误

了最后英语政治的模拟题复习计划，好在还有最后一周的调

整时间，没有影响考研大局。考研后期大家压力都很大，网

上的各种信息也是铺天盖地，大家可以参考或者通过上网缓

解一些压力，但千万不要因为上网浪费了宝贵的复习时间。

最后几周，可能一天的复习效果能等于之前复习的4、5天。

真题的重要性，我不得不再次强调，中医综合改革后还是有

大量重复的真题，有很多甚至是原题，所以真题一定要弄懂

弄透。正所谓“天道酬勤”，考研绝对不是侥幸的事情，付

出和得到的是成正比的，一时的偷懒和投机取巧，可能给你

带来的就是成绩下来后的追悔莫及。 话题再回到学校和专业

的选择，今年我选的是学校里最好的医院，专业就是中医临

床，没有跨专业。因为第二年考，如果考一般的医院，实在

有些不甘心，就冒险选了最理想的医院，很幸运的是我如愿

的考上了，所以之前承受的一切折磨、压力、苦难，我感觉

都是值得的。我相信，只有敢想，才会敢做，有了理想和目



标才有奋斗的动力，如果你真的真的想要一样东西，而且肯

付出努力，老天会给你的，有时候可能他就是考验你是不是

真的那么想要。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大胆设想自己的未来，并

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毕竟人的青春是有限的，读研的三年

时间也很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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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