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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贯彻“两点三步复习法”的教学理念：寻找考点；记忆考点。
第一步，通读辅导书（或教材），领悟大纲精髓，以便心中有数；第二步，熟做真题，识破出题玄机
，以便掌握命题思路；第三步，巩固练习，有的放矢地做习题和模拟题，以便从容应对考试。

　　本套丛书的特点是：精讲，只要考点，不要面面俱到；速记，只要牢记，不要循规蹈矩；真题，
只要思路，不要盲人摸象；规律，只要技巧，不要挑灯夜战；巧练，只要过关，不要高分满分；押题
，只要胆识，不要畏畏缩缩。

　　本套丛书之所以能在夹缝中成长并畅销而成很多为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发愁考生的首选品牌，
缘于作者孜孜不倦地钻研医考的精神和解决考试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其独创的“两点三步复习法”、
破解的59种命题题型以及高效的海量题库，是其制胜的三大法宝。
[考点搜记篇]——精解了全部考纲的知识点（寻找考点），使读者有效地复习；独创和精练的“记忆
考点”方法（画龙点睛），使复习变得有趣和有效。
[命题规律篇]——破解的59种命题题型，完全符合命题思路，为考试复习指明方向；经典习题铸就举
一反三的能力。
[题库押题篇]——题量充足（1万余道习题，含病例题近千道），覆盖面广，成为考生顺利通过考试的
保证。

　　本书主要适合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的考生使用，也可以供参加统考西医综合、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职称考试）的人员及本科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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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道德（一）道德的概念和构成要素1.道德的概念：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
形成并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用善恶作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为指导的人格
完善及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规范体系。
2.道德的构成要素：由道德意识、道德活动和道德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
道德意识是指在道德活动中形成并影响道德活动的各种具有善恶价值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如道
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理论观点等；道德活动是指在道德意识支配下，围绕善恶进行的，可以用善
恶评价的群体活动和个人行为的实际表现，如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评价等；道德规范是指在一
定社会条件下评价和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如道德戒律、道德格言、道德要求等。
在以上三者之间，道德活动是形成一定道德意识的基础，并能使已经形成的道德意识巩固、深化和提
高。
道德意识一旦形成，又起着指导和制约道德活动的作用。
道德规范是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活动和道德意识的基础形成并概括出来的，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的特殊规
范又约束和制约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因而它集中体现了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的统一。
（二）道德的本质和特征1.道德的本质：属于上层建筑，因而都是由经济基础决走的，是一般本质。
道德的特殊本质是它的特殊规范性和实践精神：前者表现在它不同于政治、法律规范，而是一种非制
度化、内化的规范，并且没有、也不使用强制性手段为自己的实现开辟道路；后者表现在它不同于科
学、艺术等精神，而是一种以指导行为为目的，以形成人们正确的行为方式为内容的精神，是一种实
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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