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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医师考试的系统复习 有人说：“智慧不是别的，而是一

种组织起来的知识体系。”这话说得很精辟，它充分说明了

知识系统化的重要性。这也正是高考前总要有一个系统复习

阶段的原因。具体说，系统复习可以让记忆重现，使知识得

以巩固；可以查漏补缺，使知识更加完整；可以把多而杂的

知识变得少而精，完成知识由“厚”到“薄”的转化；可以

综合运用，在记忆和理解的基础上，使知识实用化。那么，

怎么进行系统复习呢？ 第一、通过看书、笔记、作试卷，围

绕中心问题阅读 一定要以考纲和课本为主，狠抓基本概念和

基本原理的领会。阅读前可尽量采取回忆的办法，阅读速度

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要边读边想，有了心得就及时记下来

。总之，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俯而读，仰而思”，以思为主

。 第二、整理出系统的复习笔记 整理复习笔记是实现知识由

“繁而杂”向“少而精”转化的好办法。做得好，可以把厚

厚的一本书变成薄薄的几页纸；把一个复杂的专题变成一张

系统表；把容易混淆的概念或不易记忆的内容改造成醒目的

图示。总之，把书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表述，变成各式各样的

笔记形式，如果再使用彩色笔标记各种特殊符号，就更加容

易理解和记忆了。有了系统的复习笔记，时常拿出来看看，

可以起到提纲挈领、强化记忆的作用。因为一看复习笔记，

就能迅速抓住知识的全局、重点、难点以及内在联系，又由

于是自己整理的，所以印象格外深刻。毫不夸张地说，系统



的复习笔记是极难得的学习备忘录，为自己复习阶段或临考

前的复习提供了很有使用价值的资料。此外，有了整理复习

笔记的愿望，复习起来会更专心，因为你在掌握知识的基础

上，还要进一步考虑怎样把已经形成的“知识网”，用最形

象、最简明、最醒目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考虑本身就推动

了复习时的思考。没有整理复习笔记的愿望，系统复习时就

容易分心。 整理复习笔记应努力做到以下四点： ①复习笔记

要尽量反映知识的系统性，特别应当把重点概念和原理的联

系与区别反映出来，做到一看见笔记，就可以从整体和全局

上把握某个专题的知识，即可以把“知识网”展现出来； ②

复习笔记要力求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力戒变成课本或课堂

笔记的再现；③复习笔记要适合自己使用，具备个人特点，

掌握得好，记得牢的地方，笔记可以简单些，甚至只用一、

两个字表示即可；而自己掌握得不好，记得不牢的地方，要

详细一些；以前理解不深或曾经有过错误的地方，就更要详

细一些；因为是自己整理自己看，所以还可以用一些符号或

简称，使笔记更加实用； ④复习笔记是自己心血和劳动的结

晶，又是知识的精华，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一定要保存好，

以便随时取用；经过多次使用，直到记熟为止。从这个意义

上讲，整理和使用复习笔记，正是为了最终不要复习笔记。

许多人正是在反复的学习过程中，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

使笔记越来越精练，直到抓住知识的精髓，最后完全离开笔

记。 多年的实践证明，在考前复习时，只翻看自己平时整理

好的高度浓缩而且又经过升华的复习笔记就行了。他们显得

很轻松，这种轻松是平时的艰辛劳动换来的。当然也有考前

复习时手忙脚乱，面对一大堆书和笔记不知所措，以至难免



陷入被动的局面。 第三、练习 阅读和整理主要是为了解决知

识的深入领会和进一步巩固的问题，当知识系统化以后，必

须还要做一些练习题。通过做题来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再深

入地读书钻研，而后再做题，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做

哪些题呢？一般来说，基础好一点的中医医师也可以自己适

当多找一些。但绝不是做题越多越好，题不在多而在精。每

做一道题，都要反复思考题目的类型，解题时运用的概念、

定理以及解题思路和逻辑关系等。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运用

知识解决综合问题的能力，以达到举一反三、提高解题效率

的目的。 第四、使知识的再现、表达和解题达到熟练的程度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记忆规律，反复记忆、认真练习

，对基本概念和原理，对典型的习题，要力求达到精益求精

的地步。平时做题就应像考试一样对待，给自己限定时间，

强迫自己提高速度，而且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在紧张情况下

做题的准确程度。近几年的考试的题量都比较大，如果知识

掌握得不熟练，考场上就难以发挥出最佳水平，会做的题也

可能没有时间做了。因此，中医医师们一定要对自己提出较

高的要求，知识不仅要弄懂，还要牢记；不仅要牢记，还要

会灵活运用；不仅要会运用，还要能熟练地高效率地解决问

题。 制定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不仅可以促进学习目标的实

现，磨练学习意志，而且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减少或杜绝

时间上的浪费。按计划办事，就会使学习和生活很有规律，

甚至逐渐形成条件反射，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到时候就不必

为起不了床或睡不着觉再付出意志上的努力了。学习和生活

似乎完全达到了“自动”的境界：不起床就睡不着了；不睡

觉就困了；不学习就好象缺点什么似的。有了计划的中医医



师知道，自己玩一个小时，将会使计划上的哪些项目落空，

所以他们对时间特别珍惜；而没有计划的中医医师，一旦坐

下来，往往还要为该干什么事而考虑半天。这说明，良好的

学习习惯是计划与顽强意志长期结合的产物。 第五、系统复

习的做法及复习计划的制定 六忌一忌：复习无计划：考试科

目多，知识范围广，因此复习时应有一定的计划。可是，有

不少朋友复习时却没有计划，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大，东一榔

头，西一棒槌，常常复习不到“点子”上，考试时答不上题

，后悔莫及。 二忌：临阵磨枪：复习功课，贵在坚持、及时

、经常，宜早不宜迟，更不宜“临时抱佛脚”。尢期是考试

前的总复习，时间紧，任务重，如果不注意及时复习，总认

为“来日方长”，“车到山前必有路”，临阵才去磨枪，那

就为时已晚了。 三忌：平均使用力量：搞复习，应当抓住各

门功课的重点、难点、特点和疑点，集中力量打“攻坚战”

，解决“拦路虎”。可是，有些朋友在复习中“胡子眉毛一

把抓”，分不清主次，虽然面面俱到，却没有抓住重点，遇

到疑难问题，常常解决不了。 四忌：盲目陷入题海：复习功

课免不了要做题，而且做的题目可能比平要多一些，这当然

无可非议。但有的朋友却做过了头，整天埋头做题，成了“

题海无边”，“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复习题、自测题、

模拟试题，做得人眼花缭乱。 五忌：滥用参考书：有不少朋

友没摆正中医执业医师考试应试指南与参考书的关系，弄得

喧宾夺主，本末倒置。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和人们对科学文

化知识的重视，各种复习资料铺天盖地，但大多编写重复，

且良莠混杂，因此，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在购买时应精挑细

选，每门课最多选择一两本质量高，真正具有参考价值的书



即可，切不可滥用。否则，不但浪费钱财，耗费精力，而且

对学习有害无益。 六忌：劳逸失度：有些朋友考前复习时废

寝忘食，睡半夜、起五更，虽然精神可嘉，但做法是愚蠢的

，复习迎考，任务繁重，更应该劳逸结合，保持适当的娱乐

、休息和睡眠。 第六、记忆的“秘诀” 重复多次的学习和复

习虽是必要的，但机械被动，奉命行事，不知其乐地死记硬

背永远是事与愿违，毫无裨益的。 锲而不舍的顽强学习精神

固然难能可贵，但已经疲劳到极限、无精打采、昏昏欲睡之

时，继续“坚持”学习，无疑是自我折磨，自欺欺人。 要牢

牢记住你学习的知识，必向其倾注你的全部感情，要像凝视

你初恋的情人那样去“看书”，爱之越深，记之越牢。 千万

不要强迫自己或他人去学习、钻研对之毫无兴趣的事物，要

善于发现自己真正兴趣所在，对其献出你全部的爱。 永远不

要埋怨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不要自叹“我的脑子不好”或“

我老了，脑子记不住东西了”。应该记住：任何时候你脑子

中的大部分地方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只要精耕耘，何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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