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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5/2021_2022__E6_89_93_E

5_BC_80_E4_BD_A0_E7_c73_605972.htm 转眼春已过半，伴

着09考研学子们的收获与离场，2010考生又进入了新一轮的

耕耘轮回。以下针对春季西医综合复习讲解一下建议及方法

，希望对广大考生有所帮助。怎样在春天耕种的季节就为一

年的复习计划打好基础呢？安排西医综合的复习计划才能达

到最佳的复习效果呢？一般而言，西医综合的复习越早越好

。有些同学认为复习的过早在进入考研复习后期的时候就容

易忘记，不如等到考研后期再利用4、5个月时间突击复习。

根据我这些年的考研辅导经验，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想法是错

误的，因为西医综合和英语复习是一个道理，都要靠平时的

认真学习积累知识，这样你才会有一个扎实的专业基础。当

然，同学之间也有差距，基础并不一样，因此在西医综合上

花的时间可能相差很大。 西医综合内容繁多，因此同学们也

都在寻找事半功倍的复习方法。西医综合涉及生理、生化、

病理、内外科5门课程，且书本内容繁多；而西医综合所有的

试题都是客观性多选题，考点广泛，出题很细。假设你复习

方法不对，不仅不能很好的掌握这些基本的知识点，考出好

成绩，而且复习很长一段时间后，找几套试题一做，有可能

脑海中一片空白。事实上，一个正确的复习方法，可以使你

事半功倍。当然每个人的复习方法有所不同，只有适合自己

的，才是最好的。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可供同学们参考：

了解考点、掌握重点。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的复习；牢记

一些重要的数据，这些数据常常是出题的焦点；记住一些“



最⋯⋯”的条文内容，这些内容往往是A型题的好发部位；

记住前期或临床上重要的知识点，因为这些往往也是出题的

重点；认真区别前期或临床上容易混淆的概念。只有这样，

解题时才不会掉进出题者设置的陷阱；多注意一些带英文的

内容，因为每年试题中都会出现一些含英文的单词或代号；

紧跟热点，多注意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疾病。比如性病的试

题，近年来几乎每年必考；平时看书时注意归纳总结、比较

鉴别相关的知识点，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答题时头脑清晰，不

易混淆出错；站在老师的角度，设想一下：假设我是老师，

我会怎样出题？ 病理学关于形态学方面的东西很多，对于不

善于形象思维的同学来说，可能觉得学起来很困难。你可以

在互联网上找一些视觉震撼力很强的相关照片来帮助理解和

记忆。这些照片在很多专业的医学或病理学网站上都可以免

费下载。然后将一些相近或相反的病理变化进行对比和记忆

。 习惯于逻辑思维的同学，可能觉得《生化》比较简单；习

惯形象思维的同学，可能觉得《病理学》比较简单。每个人

的基础不一样，爱好不一样，因此也有所区别。但绝大多数

同学都认为《生理》很简单，容易得分。而《内科学》最不

容易得分。但《内科学》分值又很高，占30%。总的规律是

：生理、生化每年重复的试题，或大致相似的试题很多，因

此复习中应高度重视历年习题，应争取这两个科目的试题拿

满分。5门科目里，重复试题最少的是《内科学》！这反过来

提醒我们，内科学对以前没考过的东西，要高度重视！ 西综

占300分，是拉分的关键，一定要非常重视它！复习的时候去

理解的记忆，千万不要死记硬背，这样只会事倍功半。首先

认真把课本看一遍，对课本有一个整体轮廓，然后再去看参



考书。这样可以结合书本上的讲解，加深对参考书上总结的

知识的记忆。同时做点真题，去检验一下自己复习是否到位

。 无论别人怎么评论你，无论复习环境怎么恶劣，都不要给

自己找客观原因去放弃。放弃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相反

，要愈挫愈勇，这样到最后才能成功。别人的复习方法仅供

参考。别太迷信考研成功者的经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 提高复习效率。不要整天埋头于书本中，劳逸结合。学习

的关键在于你看了这么多书，有多少知识存在你的脑海里？

在复习过程中，建议大家可以经常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 最

后预祝2010年参加考研的同学考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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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