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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网临床执业医师：《答疑周刊》2024 年第 1期

问题索引：

2023 年临床执业医师考情分析及 2024 年临床执业医师应试技巧分别是什么？

具体解答：

一、2023 年临床执业医师考情分析

（一）整体情况

1.普遍反馈考试难度偏难，但大部分知识点都是考试大纲要求内容，有个别超纲

题目，网校课程基本覆盖考试知识点，模拟试卷题目出现很多原题。很多题目可

以秒杀。

2.题型较往年有变化。第一单元出现 3道 A3 型题（9个小题），没有 B型题。可

以看出基础科目要求更高，难度有所提升，因为 A3 型题不只是记忆理解，还要

会应用。其他单元的题型比例较往年变化不大，且难度偏难。

3.基础和临床科目考查的更深，主要是考查机制。题目并不难，只是考查机制比

较多，部分学员没有复习到位，导致反馈偏难。

4.第三单元题目比较长，做题时间紧张，需要学员抓取关键信息能力要强。

5.有部分超纲题目，但并不多，比如前列腺癌涉及了 3a 和 3b 分期。每年都有部

分超纲题目，但分值很少，只要心态不受影响就没问题。

（二）各单元考察范围及特点

第一单元

考察范围
人文、预防、解剖、生理、免疫、病理、微生物、病理生理、

其他

整体难度 适中 ★★★

特点

考试难度适中，网校题目有部分原题。考试涉及知识点课程

中基本上都涵盖到，很多老师讲过的知识点，但是考查机制

的题目比较多，使题目难度不低

第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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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范围
传染病、泌尿系统、运动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内分泌、

药理

整体难度 适中 ★★★

特点

考试难度适中，网校的题目、模拟试卷均出现不少原题，题

目的特点与网校的课程和题目的出题角度和思路是类似的。

大部分都是老师课上讲过的知识点

第三单元

考察范围 消化系统、其他、呼吸系统、血液系统

整体难度 偏难 ★★★★

特点

题目均比较熟悉，有些题目的考查点稍微偏一点，但大多都

是课上经常讲的，课下经常练习的题目。题目信息较长，做

题时间紧张

第四单元

考察范围 女性生殖系统，儿科，精神神经，血液（有几道，不多）

整体难度 适中 ★★★

特点
反馈题目考查机制较多，但课程中大多都讲过，题型分布比

例适中，跟模拟试卷的比例差不多，且题库中有不少原题

其他变化及注意事项

1.考试题型只有第一单元有调整（出现 A3 型题），难度加大，其他科目的题型比

例变化不大。

2.超纲题目很少，基础和临床科目考查机制的比较多。

3.题干信息变长，做题时间紧张，需要增强抓取关键信息的能力。

4.某些题目考查的是记忆性知识点，所以平时我们要经常复习来加强巩固；某些

题目考查的是理解性知识点，我们要多刷题、会举一反三，熟能生巧。理解型题

目更多。尤其更注重生理、病理生理、病理等基础科目。

（三）各系统分值占比及涉及题型（结合反馈情况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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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执业） 预付分值比例 涉及题型 难易度

消化系统 70～80 A1、A2、A3、B 简单

女性生殖系统 50～55 A1、A2、A3、B 适中

儿科 45～50 A1、A2、A3、B 简单

精神、神经系统 40～45 A1、A2、A3 难

心血管系统 40～45 A1、A2、A3、B 难

呼吸系统 40～45 A1、A2、A3、B 适中

预防医学 30～35 A1、A2、A3 难

泌尿系统 30～35 A1、A2、A3、B 适中

运动系统 20～25 A1、A2、A3、B 适中

卫生法规 15～20 A1、A2、A3 适中

血液系统 15～20 A1、A2、A3 难

传染病、性传播疾病 15～20 A1、A2、A3、B 适中

代谢、内分泌系统 25～30 A1、A2、A3、B 适中

病理学 10～15 A1、A2 难

生理学 10～15 A1、A2 难

药理学 5～10 A1、A2 适中

其他 20～25 A1、A2 适中

生物化学 10～15 A1、A2 难

医学心理学 15～20 A1、A2、A3 简单

医学伦理学 15～20 A1、A2、A3 简单

风湿免疫性疾病 15～20 A1、A2、A3 简单

解剖学 5～10 A1、A2、A3 简单

病理生理学 5～10 A1、A2 适中

医学免疫学 5～10 A1、A2 难

医学微生物学 5～10 A1、A2 难

二、2024 年临床执业医师应试技巧

1.临床专业科目分值更高，必须重点掌握。基础科目不能放弃，可在冲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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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重点突破。以下为推荐[医学教育网原创]学习顺序：

1 消化系统

2 女性生殖系统

3 儿科

4 心血管系统

5 呼吸系统

6 运动系统

7 代谢、内分泌系统

8 血液系统

9 其他相关

10 传染病、性传播疾病

11 风湿免疫性疾病

12 泌尿系统

13 精神神经系统

14 生理学

15 病理学

16 药理学

17 预防医学

18 卫生法规

19 医学心理学

20 医学伦理学

21 解剖学

22 病理生理学

23 医学微生物学

24 生物化学

25 医学免疫学

26 中医学基础

考生在遵循突出重点和全面兼顾复习原则的前提下，还应进行大量试题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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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模拟题的练习，这样可以加深对[医学教育网原创]考点的理解和掌握，检

验复习效果，提高考生对考题及考试的适应性。同时，在练习时应注意对正确和

错误答案的原因分析，这样反复练习，对全面和熟练的掌握知识点是非常有益的。

2.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相结合

考生对大纲和考试用书中涉及到的知识点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还应深刻理

解教材，加深经典题目的练习，深刻理解知识点，并能够灵活运用，以便通过考

试。

3.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课与题相结合，不能只看不做，或者只做不看，要及

时巩固知识，不懂就问，医学教育网的答疑板永远向学员敞开。

4.考前一定要做几套模拟试卷，有时候单做一个科目正确率还不错，但是一

到多个科目混杂，题量稍多时，就有可[医学教育网原创]能分心，出现不想做题

的情绪，所以，平时要多练，让自己尽早进入考试状态。加油，成功=正确的坚

持！

5.学习注意事项

①学习过程学会总结，做笔记加强记忆；

②学习要分阶段，把握学习节奏，每天进步一点点；

③切勿存在侥幸心理，少说空话，要有耐心的坚持到底。

6.中医学基础属于 2024 年新增的内容，这部分内容需要记忆的知识点较多，

有的考生觉得没有学习过中医相关的知识就想放弃掉这部分分值，虽然分值比例

不大，但预计考查的内容会相对比较简单、基础一些，通过听课和刷题是可以掌

握大部分知识点的，所以建议大家把握好学习进度，不轻言放弃。

虽然距离考试还有很长时间，但人都是有惰性的，我们打游戏、刷抖音、出

去嗨的时间，请拿出来哪怕 1/2，真正的投入精力去完成一件事，那么这件事一

定能够成功。不要埋怨学习的繁重，我们只有经历过深刻的痛苦，才会体会到酣

畅淋漓的快乐。正如有些黑暗只能自己穿越；有些痛苦只能自己体验；有些孤独

也只能自己品尝。但是，穿过黑暗，我[医学教育网原创]们一定能感受到阳光的

温度；走出痛苦，我们一定能企及成长的高度。

让我们从“零”开始，不要把遗憾留给 2024 年，要把医考路上光辉历程雕

刻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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