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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现在考生同学们应该都已经见到了。如我们所料

的，今年的考试大纲又进行了一些修订。这种修订是研究生

入学考试改革发展、与时俱进地体现最新形势和理论成果的

需要，也是考试在不断改革探索的一个标志。每年的大纲修

订已经成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一个规律，了解这个修订的规

律和修订的内容，对于广大考生同学们的有的放矢的复习是

有帮助的。下面，我就重点来谈谈政治理论考试大纲的修订

情况，它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和启示，以及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 首先我们要指出大纲的“不变”之处，即大纲在学科体系

、课程分值比例和知识框架上是稳定不变的。它们仍然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约22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约20分；毛泽东思想概论约18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约20分；形势与政策约10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

治的综合选做题10分。各门学科的主要章节结构没有变化，

主体知识内容也没有变化。 当然，大纲中规定的评价目标、

笔试的答卷方式和180分钟的答题时间等，也是不变的，这就

不用多说了。 然后我们来谈谈2006年的政治理论课考试大纲

的“变”的方面。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考试题型及其分值比例

作了重大调整，由以往的单选题约15%，多选题约30%，辨析

题约18%，分析题约3%，变为：单选题约16%，多选题约34%

，分析题约50%.这也就是说，原来的辨析题今年取消了，全

部题型分为客观选择题（单选与多选）和主观分析题，它们



的分值各占50%.这种变化反映在复习方面，就要求考生们要

相应地进一步提高多选题的解题能力，提高结合材料进行分

析阐述的能力。 以上的题型及其分值比例的重大调整，必然

相应地引起试卷题型题号分布的变化。我推测06年试卷的情

形应该是：单选题，第1至16题，每题1分，共16分；多选题

，第17至33题，每题2分，共34分；分析题，第34、35、36

、37、38题，每题8分，共40分；选做题，第39题，共10分。

总分100分。关于06年试卷的题型题号分布方面，大纲并无明

确的规定，而命题组也还没有展开工作，没有确切消息，所

以只是我的推测。但是这种推测还是有一定把握的。如果到

时万一实际情形有出入的话，差别也不会太大。 其次，大纲

贯彻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

策教育的要求，在大纲“形势与政策”部分，增加了“‘形

势与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相关知识点适当结合”的考

察要求。这就在大纲里首次明确指明了2006年试卷中关于时

事政治的选择题和涉及到时事政治的综合分析题的出题方向

。这也再次强调说明，考生在复习过程中，要始终注意理解

运用，注重培养结合素材、运用有关原理说明国际与国内社

会经济政治现实问题的能力。 再次，2006年政治理论课考试

大纲，在考察知识内容的结构、文字方面作了少许调整，并

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发展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规范了某些内容的表述，使之更加准确或精练。 第四

，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最新的理论与现实的发展情况

，在大纲的适当地方增加了新的知识点。如“社会发展与以

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 仔细对照05年

和06年的两本大纲，我们发现，大纲知识点和文字表述方面



的调整，直接表现为或者把原来的某个表述精练化、完善化

，或者是把原来的几个知识点合并为一个知识点。而新增知

识点，则或者是新的大政方针、形势和实践的发展状况及其

理论成果；或者是学科知识点的完善化；或者是去年考到的

知识点的补充回应。这三种情况中，前两种情况即反映新的

理论成果的和完善学科知识点的新增考点，值得引起考生同

学们的重视。 总而言之，06年的重大调整考点和新增知识点

是一定要纳入我们重点复习范围的。下面我把各学科中值得

重视的重大调整和新增考点整理如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重大调整或新增知识点主要有：①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及其

相互作用。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第二章第

二节）；②联系与系统（第三章第一节）；③认识发生的现

实基础（第四章第一节）；④价值及其客观性和主体性。价

值评价及其尺度。价值选择及其实现（第四章第三节）；⑤

思维方法的本质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辩证思维方法与科学

方法、思想方法（第四章第四节）；⑥文明和文明形态（第

五章第四节）；⑦社会规律及其特点（第六章第一节）；⑧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革命与改革（第六章第二节）；⑨社会发

展与以人为本（第七章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

理：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经济规律的客观

性。经济规律的类型（第一章第三节；完全新增考点）。②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理顺分配关系，解决收入差距过大

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第五章第三节；重大调整考点）。③

构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第六章第二节

；重大调整考点）。④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第六章第五

节；新增考点）。 毛泽东思想概论，字面上的新增考点主要



有：①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形成（第二章第二节）；②

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第三章第二节）；③过渡

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第四章第二节）。其实这些

知识点已经包括在去年的大纲要求中了。所以可以说毛泽东

思想概论部分没有严格的新增内容。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概论：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

我们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第三章第一节

，新增考点）。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六章第一节，

新增考点）。③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

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

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第七章第三节，重大调

整考点）。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

和任务（第十二章第三节，重大调整和新增考点）。 当代世

界经济与政治：①国际形势总体和平，局部战乱，主要热点

地区的和平努力。（第二章第三节，重大调整和新增考点）

②冷战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同时遭遇挑战。（

第二章第三节，重大调整和新增考点）③经济因素和文化因

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第二章第三节，重大调整和新增考

点）④北约东扩。（第四章第三节，新增考点） 以上所有的

重大调整和新增考点，与所有的重要知识点一样，老师们都

将在辅导书、讲义和授课中进行详细的讲解。 现在随着新大

纲的面世，各地学子们的全面考研复习都逐渐展开了。我希

望并祝愿考生同学能事半功倍，实现成功。具体地落实在复

习要求中，我希望同学们把暑假这段时间充分利用好，认真

有效地复习，争取把公共课尤其是政治理论课实现一个质的

飞跃，为进一步的复习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老师们在辅导



课上，首先将帮助大家把全部知识点和考点全面系统地过一

遍，特别是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年试题进行提炼，找出重

点考点。并指明对这些考点应如何实现记忆掌握，其中最关

键的要点是哪些，考试中将如何出题，如果考到又如何解题

，等等。简言之，在纷繁复杂的复习内容和试题中找出重点

与考点，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就是辅导课的中心目标所在

。 但是辅导课不能完全替代考生同学们自己必备的工作。考

生同学必须借助好的参考书和练习题进行扎实的复习。现在

的考研辅导书不敢说多如牛毛，但也确实让人眼花缭乱。考

生同学们要想找到比较好又对自己“口味”的，还真要费些

思量。最近有不少北京和各地的同学反映过来，请我推荐些

书，所以我顺便在这里谈谈。高教版的《大纲解析》较权威

，可以推荐，但它确实有不足之处。它只是关于大纲知识点

的解析与展开，没有用历年试题来论证的知识点考察情况，

没有关于知识点的结构分析，没有复习指导性的东西，知识

点论述的条理性和清晰易记方面做得不够，更没有任何练习

题。所以，它不算完美。我再推荐领航、导航教育集团的复

习系列书。这是各地辅导班的指定用书，没有上辅导班的同

学也应该可以容易地买到。从去年同学们的使用情况看，反

响不错。其中《政治理论应试宝典》供同学们全面梳理掌握

知识点用，它可以说既涵盖了《大纲解析》的内容，又弥补

了《解析》的不足。另外的《政治强化班800题精解》和《政

治理论高分过关2100题》专供同学们做练习用，目的是通过

一定规模的习题检验和巩固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其中还有答

案和试题解析来帮助加深理解，举一反三。同学们可以参考

我的建议进行理智的选择。从现在到考试冲刺前的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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