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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特点 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所检测的目标是中医师，它所

面对的应考者是中医教育（包括学校毕业生、师承教育和确

有专长人员）培养的人才，这与西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应考

对象有所区别。 因此，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考试科目，

应全面体现中医教育的培养目标。 中医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首

先是具有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熟练掌握中医临床各科技能

的中医师。 这就要求在考试科目中突出中医特点。 纵观中医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科目，西医科目比例似乎偏大， 因为无论

试卷中所占试题比例多少， 只要列入考试科目之中，应考者

要取得该科的好成绩，都需要全面复习，并不能因为题量少

而减轻应考者的负担。 基于此点，笔者认为考试科目中西医

比例尚有商量之处， 尤其是有的西医基础科目，就连西医执

业医师资格考试都不在所考科目之列，而却出现在中医执业

资格考试科目当中，这是值得商榷的。 2 考试科目应突出临

床技能 医师法中明确规定医师的执业水平标准是具有（防病

治病）的能力，也就是说应考者具有了防病治病的能力，从

业务上就具备了执业的资格。 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考试

科目，也应以此为立论依据。 一名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在校期

间学习了中医、西医及相关学科的课程，共计几十门类，毕

业后他们将走上医疗、科研、教学等不同的工作岗位，在知

识的应用上各有所侧重， 作为一名临床医师，截取知识的侧

重点在于防病治病的技能。 因此，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考核的



重点也应是临床技能，但并不是说不考基础知识，而是应考

那些与临床联系密切的基础知识。 而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所考科目， 中、西医基础科目比例过半。 故此笔者认为，应

削减西医基础科目，增加中医临床考试科目。 在这一点上，

韩国医师资格考试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 考试科目应

突出资格考试的特点 考试是一种测量的工具，不同的考试测

量的目标不同。 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是测试和评价从事医

师工作的人员是否具备必需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

能，它是执业资格和行业准入性质的考试，考试过难或过易

都不能达到检测的目的。 对于生理学、正常人体解剖学、病

理学、药理学这些西医基础学科，虽在中医教育的学科设置

之列，然而教学目的与西医院校有很大不同， 在西医教育中

，这些科目是临床医师必备的基础知识，而在中医教育中，

讲授这些现代医学知识，除了充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外还有一

层意义是让学生通过现代医学知识的学习，开阔思路，更好

地整理、发掘、提高中医学， 如何将中西医学相结合，用于

临床，防病治病。 如果将这些科目全部列为中医行业准入性

质考试的考试科目中，基础知识部分显得过于厚重。 对于一

名中医师来说，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

学才是必备必考的基础知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中医执

业医师资格考试应削减病理学、药理学等西医基础科目，因

为临床常用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在西医诊断学、西医内科

学中已得到体现，因此，并不影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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