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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8_B4_c22_647079.htm 通过临床执业医师考试后，我

总结了以下经验，希望对于还在战斗的考生有帮助。 第一、

首先认识到现实的严酷性，从思想上高度紧张起来。执业医

师考试，作为国家卫生行业最重要的考试之一,执业考试是卫

生界的最重要的考试，是每位临床、护理、药学等人员必须

参加和通过的，国家医考中心在面对每年几十万的毕业生的

时候，肯定会树立严肃、严谨、严格的考风肯定会增加考试

难度，打造执业考试的品牌，这种品牌，看看国家司法考试

，看看注册会计师考试的难度，就能预测将来执业医师考试

的难度！那，不可避免，考试的难度，会年年增加！无须质

疑！看近3年的分数线就能见端倪！2004年54万考生报考，41

万参加笔试，17万通过笔试，笔试合格率为39%，实际最后过

关率为31.5%.到2005年，全国参加笔试的人数为66万，过关20

万，按实际报考人数计算，过关率仅为30.3%。2006年报考人

数继续攀升，2006年猛涨了25分！通过率继续下降28%的事实

不容争辩。被淘汰的考生越积越多，其中还不包括被技能淘

汰的，过关越来越困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执业考试，必须

一搏！ 第二、要有一个好的学习计划和好的学习方法。复习

准备时间和做一个时间安排表。去年我也是实践技能以后开

始复习笔试的。从实际的淘汰率反映，医师资格考试给考生

感觉是选拔性考试，但从考核目标与整体要求，仍属于水平

性考试范畴，即主要考察考生对知识的占有量，这是与选拔

性考试的本质区别。通过水平性考试，要求考生对考试内容



掌握到一定程度并具备足够的应试能力。而实践证明，应试

能力可以通过熟悉考试题型与一定的考试技巧得到提升。也

就是说，考生可以从7月份开始准备笔试，到9月份，十几门

课程靠三两个月突击取得好成绩，我认为不现实。所以要有

所取舍，学科比例。根据考试大纲要求，公共科目、基础科

目、临床科目的比例分配为8%、17%、75%，其中内、外、

妇、儿的比例大致为28%、26%、12%、9%。考生应根据自身

的情况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每年丢分率较高往往是基础和

公共科目，考生切不可弃之不顾。当然对实在不容易在短期

内掌握的个别科目，倒不如放弃，如生物化学、免疫学、精

神病等。 方法科学了，一切迎韧而解。对于参加执业医师资

格考试的考生来说，最大障碍莫过于记忆力差的问题了，怎

样克服年龄大、工作忙、记忆力差的矛盾，提高学习和识记

效果呢？我认为应当在"科学"二字上好好动脑筋，提高记忆

的科学性。 1、求理解。俗话说，欲记准，先要懂。从记忆

规律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对所要记忆的知识，理解得越深刻

，记忆效果就越好。因此，考生对于所学知识要搞清弄懂，

特别是对那些重点、难点内容更是要耐心琢磨，反复品味，

力求“知其义而明其根”。国外有人曾作过研究：对于一个

成年人来说，一篇百字文，在搞清了文章的思想、内涵和基

本语意后，大概15～20分钟就可以把它记住了，如果盲目机

械记忆，则要近1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2、勤复习。记忆的

过程也就是同遗记忆作斗争的过程，斗争的最好武器就是复

习，要使复习取得好效果就必须注意：及时复习。德国著名

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告诉我们，人们对所学知识的

遗忘是先快后慢，先多后少。遗忘最严重的时刻是在识记后



的头一天，甚至发生在最初的几小时、几分钟(头一天有可能

遗忘所记材料的一半)，以后速度逐渐减慢。及时复习对巩固

所学知识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等遗忘殆尽后再“

回锅”，就事倍功半了。强化记忆：艾宾浩斯的研究还证实

，人们对所学习、记忆的内容达到了初步掌握的程序后，如

果：阿用原来所花时间的一半去进一步巩固强化，使学习、

记忆的程序达到150％，将会使记忆的痕迹得到强化，昕记内

容经久不忘，这在心理学上称为"过度学习"效应。重点强化

错题，避免屡错不改。 3、巧记忆。善于根据不同的教材内

容和学科特点，结合自己的实际，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记忆。

可分散难点，学练结合；自我回忆，尝试再现；抓住特征，

展开联想；记住主要公式，进行类推；赋予机械的材料以人

为的意义等。 4、多动笔。“好脑袋不如烂笔头”。在学习

中，一定要注意学思结合，手脑并用，养成“不动笔墨不读

书”的好习惯。对于那些重点、难点又不容易记住的内容更

是要多动笔。这比单纯地口诵目记效果要好得多。 5、抓重

点。立足于全面、系统，突出重点，抓“牛鼻子”。起“以

点带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6、善归纳。有条

理的知识比杂乱无章的知识更容易记牢。在学习中要及时对

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整理，加强前后知识、新旧知识的联系

，努力使所学知识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

知识系统，这对于保持记忆无疑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更多信

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医师网校 医师论坛 医师在线题库 百考试

题执业医师加入收藏 2009年临床执业执业医师考试五步复习

法 2009年临床执业医师考试复习三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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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