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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分析 错题分析

医学心理学 8-15 1.3-2.5
本章内容占执业医师考试占分值12分左右，属于人文学科中占分值较高，也容易拿分的
科目。不要求死记硬背，结合临床记忆，掌握重点词、重点句做题即可。其中的医学心
理学基础、心理治疗与咨询，为出题的常考章节，需要复习中多加重视。

医学伦理学 8-15 1.3-2.5
本章内容同医学心理学类似，也属于占分值相对较高、易拿分科目。同样不要求死记硬
背，反而效果不好。历年考题集中在医学伦理的原则与规范、医疗人际关系章节中。对
于考题时，认真读题理解后，再根据掌握知识，就能答对题目。

卫生法规 15-20 1.7-3.4
卫生法规科目比起心理与伦理性价比更高，内容无需要理解，只需要对法规内容有所认
识，就能应对考题。对于法规中年限、月份等数字内容需要及准确，容易混淆。利用相
关内容的对比记忆会更加牢固。其中执业医师法规需要侧重复习。

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 25-35 4.2-5.9

本章内容年出题量为25-35题。与临床联系不大，建议考试以理解为主，记忆为辅的学
习方式。对于每年送分题约在15分左右，这部分题多为常识性内容，应重点强化。预防
医学的重点在于最重点的是医学统计学和流行病学两个内容。对于统计学计算公式内
容，难度大，精力有限者可以选择性放弃；其他记忆性知识点，抓住重点，结题关键题
眼即可。还是需要学、考相结合复习。

生理学 6-19 1-3.2
本章内容讲述人体正常情况下各系统生理机能，历年考点集中在绪论、血液与循环、肾
脏排泄章节中，其他相对考的较少。不排除会偶尔出题可能。在学习中，要求侧重进行
学习。抓主要知识点联想、对比记忆。

病理学 18-24 3-4
本章节内容占分值在医学基础学科中与生理学近似，出题点集中在总论部分，掌握住容
易拿分的总论，在对各轮中的重点、难点进行复习，鉴于各论内容与临床科目病理有重
叠，进行结合对比记忆，就容易在本章内容中拿到高分。

药理学 13-16 2.3-2.8

药理学章节内容较多；应按照主次进行区分，先掌握出题较多的章节，在掌握其他章
节，做到有的放矢；主要出题章节为治疗心力衰竭、抗高血压、抗心绞痛、抗结核、胰
岛素与降糖药，与临床上用药也有一定联系，要进行对比学习记忆；毕竟临床与基础有
一定差别；另外，药理学的考试重点是各类药物的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和主要不
良反应，这是学习药理学的中心所在。特别是药物作用机制、作用特点、适应证及各类
疾病的首选药的出题频率高。药物不良反应多而复杂，一般的不良反应不会考，考的是
特殊的不良反应。因此，在复习中要有所侧重。

解剖学 10 1.5
本章为19年大纲新增内容，记忆＞理解，年体量7-8题。结合图谱更能加深记忆。其
中，以运动、脉管、消化、呼吸为重点和难点。很多解剖内容与临床相结合，在临床科
目的学习中应相互学习，效果更好。要点记忆建议考前进行突击背诵即可。

病理生理学 10 1.5
本章内容占总分值5-10分左右，与临床相结合，在临床科目中也有病生的介绍。其难点
和重点在水、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失衡等节中，出题也常用临床病理形式出题，正常值需
要记忆，其他判断指标对比记忆印象更深。建议本章节理解记忆结合临床学习。

生物化学 10-15 1.5-2.4
生物化学是医考中最难部分，对于学生要求较高。建议考前对重点内容进行复习。在做
题中掌握考点，对于常考点利用简单记忆方法应对做题即可。不要求花费大量时间在本
学科。

医学微生物学 5-10 0.8-1.1 本章节内容在医考中比值少，结合考题进行学考结合。错题重点记忆即可。

医学免疫学 3-12 0.5-2 本章节建议学、考结合复习，对于错题重点记忆即可。

消化 66-84 11-14

本章节内容是重中之重，执业考试出题量66-84题，为全科目最多。建议难点、重点、
常考点都应掌握，其难度中等，考生应在本章节多下功夫，争取少失分。在掌握基础知
识上，多进行考题联系，掌握命题规律，对于优质题的正确率，决定本章节的得分情况
。学习时，要结合解剖、病生、药理等科目融汇贯通学习，方能取得事半功倍效果。

女性生殖 58-68 9.7-11.3

本章节出题量仅次于消化系统，位列第二位，也是医考重点学科之一。出题量为58-68
题。重点章节为妊娠诊断、正常分娩、病理妊娠、胎儿监护、妊娠合并症、异常分娩、
分娩并发症、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内分泌失调疾病、滋养细胞疾病等，要熟练掌握。
另外，解剖生理等要结合临床内容，理解记忆。正常与异常也需要对比理解记忆。考试
中，基础题需要记忆应答，病例分析则需要很强的理论基础，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儿科学 8.7-9.8 52-60

本章节为重点学科，也是抢分学科，儿科疾病难点在于数值、公式的记忆，要细致学
习，加深记忆。学习过程中可以采用归纳、对比、联系的方法来学习和记忆。其他重点
叫其他重点学科难度相对较低；儿科考点集中在小儿生长发育、营养障碍性疾病、新生
儿与新生儿疾病、消化系统及小儿先心病中，在复习过程中，要进行主次分明学习；

呼吸系统 36-45 6-7.4

本章节难度中等，但是题型复杂，对考生要求高，涉及多个章节内容。因此，复习起来
要进行章节相互联系学习。重难点在：COPD、肺结核以及呼吸衰竭三节；另外在学习本
章节时要注意多种疾病的相互对比学习，如肺结核各类型、肺炎各类型；在呼衰章节中
提到的代谢紊乱，也要与代谢内分泌疾病的代谢紊乱进行对比记忆学习，会加深印象。

心血管系统 43-52 7-8.5
本章节难度中等偏上，题型复杂，会在各章节均有涉及；在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冠心
病、高血压、心脏瓣膜病是比较重点的部分，且难度较其他更高，要求对心电图、疾病
治疗适应症、药物选择及禁忌方面进行重点学习，也是考试的常考点。

泌尿系统 28-35 4.6-5.8

本章节为次重点学科，难度较大。涉及肾内与泌尿外科两部分。重点考察内容肾小球肾
炎额鉴别诊断、肾衰、肾病综合征、泌尿系统结核、结石、肿瘤等，学习的方法为掌握
各病重点，理解为先，各个击破，重复学习，养成归纳总结和做标记、勾画的好习惯。
虽然难，作为次重点学科，各位学员也要尽可能掌握常考点，为通过医考加码。

血液系统 15-30 2.5-5

本章节难度中等偏上，重点考试内容为贫血、白血病、淋巴瘤（助理不考)和其他疾
病；在贫血与白血病节中，分类较多增加学习的难点，但是类疾病都有各自明显特点，
在学习中要善于归纳总结，对比记忆学习。掌握疾病诊断题眼，对于诊断有很大帮助。
另外，本章节出题以A型题比较多，B型题目几乎是没有的。建议做题时要结合一些题干
给出的信息仔细分析。

精神神经系统 30-46 5.1-7.7
本章节考题难度高，以记忆和解剖题为主；其中神经系统以脑血管疾病、颅内压增高、
脑疝、癫痫为重点需要熟练掌握；概述部分较为抽象，课进行归纳、口诀、联想记忆；
精神系统容易混淆的内容较多，要提炼各疾病的重点，才能做题中进行正确分析。

代谢内分泌 18-30 3-5

本章节属于非重点学科，内分泌系统较为简单，重点、难点较为集中，主要内容为甲亢
与糖尿病、下丘脑、肾上腺疾病和电解质代谢和酸碱平衡失调；其中，酸碱平衡失调与
呼吸系统中的部分结合记忆，效果更好；对于本章节的出题以记忆理解为主，对于疾病
的诊断与治疗为常考点。

运动系统 20-30 3.6-5.1
本章节难度低，题量中等；以混合病例为主；重点难点内容为各类型的额骨折与并发
症，其次为骨炎症和肿瘤；对于骨折部分是学习的重要部分，应有所侧重。骨折中对比
疾病及鉴别诊断，相似点较多，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技巧与方法的使用。

传染病与
性传播疾病

10-21 1.7-3.5
本章节题目较难，但属于次重点学科，学习中各种重点难点容易混淆；要学会进行对比
、归纳、重点的提炼，方能在做题中获得题眼，尤其是针对病例分析题尤为重要。

风湿免疫系统 5-15 0.9-25
本章节难度中等，题量少。主要重难点在风湿概论、SLE及类风关中。其中，风湿系统
特异性抗体及特异的临床表现要进行重点掌握，为常考点。

其他系统 25-36 4.2-6.0
本章节难度低，考点广涉及各个小结内容；主要重点难点在于外科、烧伤、乳腺疾病
（乳腺癌）与中毒内容，在学习中进行侧重。出题型以混合型为主，还要学会在记忆的
基础上，进行题目的分析，如烧伤的分度、补液等。

临床执业医师5月月考考情分析

本月模考采用套
卷第一单元-第
四单元，共600
道。按照通过线
为360分；那要
求每单元至少90
分，方可达标；
作为模拟考试，
其正确率应较通
过先高出20-30
分，才能在考试
中基本达标；因
此，本次模拟考
试分值不低于
400分；才视为
学习合格。

分值区间

＞420

380-420

专业综合

人文综合

临床基础

本区间的学员在通过线边缘，能否通过与否，就看剩余2-3个月的努力程度。对于拔高的内容，掌握还有待提高。基础还算可以，如
果要有质的飞越，有条件可以参加高端面授，在考前集中半月时间进行学习，为你的医考过关，注入强心剂。

本区间考生要通过医考，除了自己还需要付出常人更多的努力外，必须报高端班，在一个学习的氛围中，大咖老师的精心指点，考
前点睛题的分析，各种模拟考题的刷题，找题感等，才可能会搭上医考过关的末班车。

360-380

＜360

学习指导

本区间分数，说明学员的学习效果不错，能掌握80%以上的重点、难点，继续跟直播，刷题，对于较薄弱的部分进行重点学习，完全
可以通过本年度的医师资格考试。

本区间的学员，对于前端时间的学习给与肯定，至少该拿到的份数都能拿到，为了提高通过率，条件允许的学员可以就近参加面授
班，由老师进行面授的考点指导，会让考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也会顺利通过医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