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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F_E5_B1_B1_EF_c73_115631.htm 通过2007年考研政治

分析题的剖析，我们发现，在分析题的命题方式上，呈现如

下一些新特点： 第一， 注重考查考生对“国策”的理解能力

和运用能力。 所谓“国策”，指的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要

理论，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荣辱观等。2007年考研政

治的第37题的第2小题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

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回答这道题，

就必须首先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并运用它提出解决资源

、环境问题的措施。可见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考查。再

如2007年考研政治的第38题Ⅱ，考查了和谐世界问题。和谐

世界是对和谐社会观点的延伸，亦属“国策”。科学发展观

与和谐社会这两大“国策”在2006年的分析题中已经考过。

即第37题中考查的社会保障体系与以人为本的关系、社会保

障体系与公平正义的关系。两年考研政治连续考查“国策”

，可见这一问题之重要。务请引起考生注意。 来源：考试大

第二， 通过社会“热点”命题。来源：考试大 2007年考研政

治的分析题，突出了当前国内的社会热点，即资源、环境问

题（见第37题），并考查了当前国际的热点，即中东问题（

见第38题的Ⅰ）。这一特点与近几年的趋势一脉相承。

如2005年考查的“就业”、“环境”、“乌克兰大选”、“

石油能源”，2004年考查的“伊拉克战争”，都是出于同一

命题思路。分析题不但直接考查某个社会热点，有时还对某

社会热点作间接考查。如2007年第36题考查的直接问题是我



党抗日战争时期土地政策问题，之所以考这方面的问题，这

与当前我国政府重视保护农民土地问题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基于此，考生必须关注当年国内外的社会热点，同时结合

大纲中的相关原理，加以思索和练习，方能作到有备无患。 

第三， 重点考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来源：考试大 2007年

考研政治的第37题第2小题要求回答：“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对考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

。近几年来，这一考查一直成为重点。如2006年第35题的第3

小题：“为避免发生类似的‘倒奶事件’，你认为地方政府

应如何作为？”第38题选做题Ⅱ第2小题：“分析人类发展走

出三重困境的战略选择”。2005年第35题第2小题：“当前为

了扩大就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你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

采取措施？”同年第37题选做题Ⅱ的第2小题：“结合材料1

、2，分析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途

径。”再如2004年第36题的第2小题：“对比表中农业劳动力

占总就业比重的数字，你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农业

劳动力的比重？”同年第37题Ⅱ的第3小题：“在两制并存的

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才能更快地实现自身的发展？”

总而言之，近几年每年均有一、二道题考查这方面的内容，

务请考生对此予以关注。 第四， 重视对辨证思维能力的考查

。来源：考试大 辨证思维能力是一种重要的能力，近年一直

成为考查的重点。这不单意味着哲学试题经常考辨证法方面

的内容，同时意味着其他学科的试题也要求考生用辨证的方

法去解答所提出的问题。根据粗略的统计，每年均有一半左

右的大题，涉及辨证的方法。如2007年考研政治第37题的（2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同年第38题选做题Ⅱ的（1）：“运用辩

证法的观点说明为什么不同文明‘要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

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6年第34题的（2）：“守河堤

老兵关于石兽‘逆流而上’的见解对我们辨证地思考问题有

何启示”；2006年第37题（1）：“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主

要内容说明，为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体现着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的本质和核心”；同题的（2）：“公平正义是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从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说明建立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与实现公平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2006

年第38题选做题Ⅱ的（1）：“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说明人类

发展所面临的三重困境”。如此等等。考生务必加强对辩证

法的理解，尤其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领会，这样才能掌握解

答分析题的真谛。 第五， 通过创设“情境”命题。来源：考

试大 所谓“情境”，即场面或场景。命题人通过故事、寓言

、典故、图画等创造一个语意环境，其中蕴涵着某种哲理或

原理，要求考生去理解和回答。如2007年第34题，通过丁玲

对成仿吾性格的认识过程的故事，考查认识论原理；2006年

第34题，通过石兽“逆流而上”的典故，考查辨证思维的方

法；2005年第31题，通过许衡不食无主梨的历史故事，考查

价值观；2005年第34题，通过科普展精巧的现场设计，考查

人和环境的关系；2004年第31题，通过“抬木头”的漫画，

考查部分与整体的关系；2004年第34题，通过闻一多对《万

里驰骋》图画的讲解，考查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

；2003年第34题，通过“九方皋相马”的寓言，考查认识论

的有关原理；2002年理科第31题，通过“鸟兔双关图”，考

查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如此等等。考生要引起对此种题型



的重视，提高解题能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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