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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揭示考研政治的内容在本质上考什么的规律。根据这几

年政治试题的分析，海文考研提醒同学们注意以下几点： 《

考试大纲》的分析 每个学科有不同的侧重：考研政治的学科

范围共包括6门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和形势与政策。 从

这6门课程考点的特点来看可以分为4个部分：来源

：www.examda.com 第一部分是哲学和政经，这两门课是整个

政治理论的基础，它们的特点是理论的内涵小，外延大，考

题最灵活。而且，更注重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点的理解和运

用。题干大多与当前热门话题相联系。 第二部分是毛概和邓

三，这两门课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

特点是理论的内涵大，外延小，同第一部分考查的类型有着

明显的区别。从出题的方式来看，毛概部分更注重知识点的

实际考查，对于会议、论著里提到的观点、解决的问题进行

直接考查，邓三部分更多的是考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文化部分，与当年“形势与政策”部分相结合； 第三

部分是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四部分是形势与政策，这部

分的考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

段的重大方针政策；二是年度间从每年11月到第二年10月的

国际、国内的重大时事。 1、多考点混合出题来源

：www.examda.com 根据近几年考研政治试卷的分析，我们可



以看出，多项选择题、分析题这两种题型都不是在考孤立的

考点，都是在多点考混合出题。 比如，今年的单选题第6题

，不单纯考级差地租的产生，而且还要同地租的分类相结合

，虽然是一道单项选择题，但也有一定的难度。“多考点”

主要从这几方面相结合：一，概念与观点之间，这是哲学命

题的侧重点；二，概念与概念之间，这是政经命题的侧重点

；三，观点与依据之间，这是毛概和当代部分命题的侧重点

；四，观点与意义之间这是邓三命题的侧重点；五，观点与

观点之间，这是所有考研政治课程都强调的内在联系。 2、

中央精神及其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来源：www.examda.com “

形势与政策”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近几年的命题思路稳中求变，其中既有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又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此部分内容主要考查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公布的重要文件，国家主要领

导人重要讲话的内容，社会热点常成为命题重点，具体来讲

，每年9、10月份召开的中央全会尤为重要，每年均会出题。

此外，国际热点、大国外交、地缘政治、重要国际组织活动(

如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欧盟)等常成为命题来源。随着近

几年试题题型和命题思路的变化，“形势与政策”开始加大

与材料分析题的结合，由原来十分到现在的约三十分左右。

在考研政治中的间接分值越来越高。分析近三年“形势与政

策”命题的情况，此部分直接分值大约为10分。但“形势与

政策”与其他几门学科有关知识结合考查的间接分值就比较

高，所以总结历年真题可以看出： 第一，党和政府年度间召

开的重大会议、重要领导人讲话内容是考查热点 每年党和政

府召开的重大会议所通过的文件、所做的报告，重要领导人



的讲话必定会成为考查的重点，如每年的人大会议总理做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央全会通过的有关文件。2004年分析

题36题也是直接查考十六大报告内容等等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地方。 第二，围绕大国关系，年度间国际重大事件、国际组

织召开的重要会议、中国的外交主张成为考查重点。 重要国

际组织如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欧盟等年度间召开的重要

会议内容常成为考查重点。如2004年第13题考查了欧盟的欧

元国问题；2005“形势与政策”国际部分考查的有以色列的

“单边行动计划”、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中国所起的作用、

俄美和俄欧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冲突等。 第三，社会热点、人

们关注的生活焦点以及与人们生活紧密联系的当年重大社会

问题容易成为考查对象。 随着试题题型的变化和出题思路的

灵活，本属于“形势与政策”的内容开始与其他五门学科结

合起来考查。一些与人们生活联系紧密的社会焦点问题常常

成为了命题的重点。如，2005年辨析题第31题“这道旁的梨

该不该摘”与人的价值观问题，这种考查方式，不仅题型灵

活，角度新颖，而且体现出一定的深度，要求考生灵活运用

知识。 3、原来的单一知识记忆型为主开始向复合分析型转

换 往年考试同学们考完以后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时事与政策

作为考研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相对而言是考生花费时间较

少而又得分率比较高的科目。这与命题方的思路和方式有很

大关系，即重大时事重点命题，命题方式单一直接，造成考

查点较为集中和记忆性选择题目多的命题特点。但是随着考

研政治大纲的逐年修订和对综合应用能力要求的提高，近年

的“形势与政策”命题也相应出现出一些新的趋向，由以往

单纯考查记忆性知识开始向材料分析型转换，开始注重与多



学科交叉出题，复合式分析性命题增加。这样，“形势与政

策”已经由单纯的考查记忆知识点转向考查分析事件的背景

、本质以及知识的内在关联等，体现出一定的深度，且题型

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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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