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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4_BF_c73_172736.htm 一、2004年考研毛泽东思想概论

命题特点和规律： 第一，新增或调整考点是考试重点：如多

选第23题是2004年考研新大纲新增考点。 第二，考过的客观

题有可能再考：如单选第6、8题和多选第22题考点在以前的

考试当中都考查过，现在又拿出来重新再考，只不过换了一

种形式或说法。 第三，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事件每年都考。

政治命题原则是注重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统一，因此历史

上发生的某个事件到考试当年或考试的前一年正好是具有纪

念意义，这样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概论每年都有考题。如单选

第7题毛泽东代表性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在1939

年发表的，到考试当年2004年正好是65周年；再比如单选第8

题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是在1949年召开的，到考试当

年2004年正好是55周年。 第四，毛泽东代表性著作和观点考

试比重在加大。如单选的第6、7、8题和多选的第20、21、22

、23题都是考毛泽东代表性著作或论断。 第五，基本史实越

考越细，理论性越考越强。毛泽东思想本来是历史上的问题

，因此每年都要一些基本史实，但现在越考越细，如单选第7

和9题。毛泽东思想又是政治理论，为了突出政治理论特点，

因此在考试时在考基本史实的同时还要考查毛泽东思想的基

本原理，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选择题难度加大，

而且间接出题，如单选第8题按照正常思维应该考毛泽东在中

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保持的作风，但

是在考试的时候却采取了逆向思维，问的是保持“两个务必



”作风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因为在这个会议

上首次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考试难度

和考试的灵活性。而辨析题第33题则侧重从基本原理出发，

强调对两个相关问题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和保护民族资本

主义政策进行全面和深刻的理解，这决不是仅仅靠背诵几道

题所能够解决的。 第六，考试充分体现了现实性原则。如单

选第8题、多选第21、22、23题对目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思想的来源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2004年考研毛

泽东思想概论命题规律和特点对2005年复习的启示： 第一，

一部分选择题在作了一些调整后会拿回来重新考查。这些调

整无非是改头换面，调整一下选项顺序，添减几个字词，多

选变单选或单选变多选，但题目所涉及的考点和实质并没有

太大改变。特别是毛泽东代表性著作中的一些重要论断，这

些内容经历了历史发展的检验，具有时代进步和宏观指导性

。另外，仍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一些内容也有可能在试卷

中再次出现。因此，从考过的选择题中提炼“精品”，将直

接有益于复习、考试成绩的提升。 第二，每年的全国硕士研

究生入学政治理论考试大纲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新增或调整考

点。这些新增考点有的是作为完善课程知识体系的需要进入

大纲，有的是依据现阶段党和政府宣传的热点进入大纲。相

比较而言，后者更符合理论联系实际，应用解决问题的命题

原则，在当年即予以考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第三，课程改

革后，毛泽东思想概论更加突出了“理论”的地位，而对“

历史”的考查要求则相应淡化了，但毛泽东思想有其自身形

成、发展和完善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对毛泽东思想概论



的复习离不开对发展过程的把握，尤其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对理论的发展具有标志性、里程碑式的作用。因此，仔细分

析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理论的发生和提出，就会发现一些命

题的秘密。 第四，既要注重记忆，又要注重理解能力的培养

。毛泽东思想概论在考试的时候，有一些基本史实主要是考

记忆性的东西，如单选第6、7、9题，多选21、22、23题。但

也有一部分内容主要是考理解性的东西，如多选第20题，特

别是辨析题第33题主要是运用基本原理去综合分析一些具体

问题，这就需要对该问题有清晰把握和理解。 第五，要掌握

理论联系实际的要领，真正学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思想分析当前和历史上一些重

大问题，特别是要注意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党的十六大是

党和国家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重大政治会议，它必将作为

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宣言和纲领载入史册，它必将对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腾飞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

为会议最重要的文件，党的十六大报告必将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对今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纲领性的构筑和描绘。

同样的，它对2005年考研政治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十六大

的某些重要论断可能就是辨析题和分析题（原来的材料题和

论述题）的考点。如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历次考研试题的影响

就可见一斑，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以往报告决议未曾有

的新观点、新政策在其后两年轮流予以考查，1999年文科卷

考了其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20世纪中国人

民所经历的第二次、第三次历史性巨变对中华民族振兴和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远影响”、“全面认识公有制经

济”三项内容，理科卷则考了“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及其重要



意义”；2000年文科卷又考查了对“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即

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理科卷考的是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股

份合作制等内容。可见，重要文献的重点和新增内容迟早会

在考研政治命题中有所体现。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的有关

内容肯定会在2005年命题，特别是应结合“三个代表”的重

要思想、党的建设和奔“小康”等重大内容进行重点复习。

另外，还要注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和今年人大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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