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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172761.htm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1.用经典作

家和著名学者的论断作为选择题的题干较多，这类选择题首

先有一个对题干引文的理解、判断、分析问题，对考查能力

的要求比较高，是选择题题型中比较难的一手中。 2.直接联

系自然科学知识的题目增多，题干直接联系自然科学知识，

而辨析题和论述题更是直接的自然科学的哲学认识问题。 3.

注意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根本

原则。体现“政治理论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

础上，注意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

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评价目标。 4.从试题的分布看

，第三、四章占分比例最高，历年试题大题都集中在第三、

四、五、六等章，第一、二章从未出过大题，尤其是“对立

统一规律”等知识点，有反复出大题的习惯。 5.重要参考资

料：请务必高度重视并参阅教育部学生司《政治理论复习指

导》（人大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1.本篇内容理论

性比较强，抽象性概念比较多，一开始学习可能难以理解，

但为了应考，必须理解本学科中大量的概念和范畴，如价值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力等一些概念。同时本学科的大

量概念的出现有着先后及内在的相互联系，对其理解应遵循

先后顺序。 2.本篇有些章节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社会

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有着紧密的联系，学习时，应

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大题。 3.对一些跨学科、跨章节比较重

要的知识点，要前后相互对照着复习，例如在学习商品经济



、价值规律时可以结合邓小平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有关内容一起思考。在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干预

和调节的内容和形式等一些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大生产

规律和经济运行方式、企业组织形式的原理，可结合邓小平

理论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等知识点来加以复习，这样

可以提高理解深度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4.注意概念、观

点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要注意相似概念、考点的比较和区分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决不可以似是而非，否则，极容易

落入易混淆选项的陷阱中去。 5.把复习重点放在第二、三、

四、五、六章上。 毛泽东思想概论 1.按照新大纲从整体上把

握这门课的基本框架和逻辑结构。 2.要按照考研大纲的要求

，对这门课的有关教材进行熟读精思，初步形成这门课知识

点的网络结构。 3.在熟练掌握这门课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要

重点提出这门课的基本原理。掌握某一具体的原理时，要注

意结合有关的历史史实，通过深入分析这些历史史实，弄清

这一原理的形成过程、重要影响和历史作用；注意联系实际

，学会运用这些原理对某一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以加深对这

些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把握。 4.“毛泽东思想概论”是由“中

国革命史”转变过来的，虽然二者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从

考试内容和命题角度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是考试的要求

发生了变化，“中国革命史” 着重考查“史”，“毛泽东思

想概论”则着重考查“论”，其次是考查的内容也有了变化

，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命题地位下降，代之以毛泽东思想

的基本内容（著作为代表）、历史地位、理论意义、现实意

义等；最后，考试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中国革命史”侧

重考查革命运动与有关事件，而“毛泽东思想概论”侧重考



查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在复习中，应试者必须了解二者的区

别。 5.虽然第二章在历年试题中处于垄断地位，但基于以上

论述，第三、四章与第一、五章内容将会在以后的试题中得

到不断加强，应引起高度重视。 邓小平理论概论 1.必须掌握

邓小平的重要论述、著名论断，以及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方针政策措施，以及相关的一

些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热点问题。 2.本学科与其他几门

课都有着内容和逻辑上的联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有关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和邓小平有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内容具有很强的联系。特点是邓小平理论概论与毛泽东

思想概论，都是阐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在“社会主义

的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

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统一战线政策、方针、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和党的建设等知识都是重合的，复习时还应与其他

几门理论内容相联系及区别，掌握邓小平理论在哪些方面继

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复习时还应与其他几门理论课内

容相联系，一并思考复习。 3.应注意结合考研大纲中所列的

内容要点，比较全面地了解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进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把握这些

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关键难点所在。 4.重点复习第三、四、五

、六、八等章。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1.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

，应突出重点。选择题（包括单项、多项）覆盖面比较广泛

，大多是普通国际常识问题，只有全面复习才不会在常识题

上丢分。突出重点，就是在材料题上多下功夫，这就需要估

计2002年材料题的主题，围绕主题尽可能多地阅读一些有关

材料。 2.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材料题的主题。现有考试大纲



尚未考过的内容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尤其是日本的政

治大国战略、中国的国际地位作用与对外关系等。 3.近年来

，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问题，我国对外关系中

的重大举措等，也是题目的候选者，例如经济全球化与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的意义与影响等。 4.选择题范

围比较广，但命题也会联系现实，注重考查有关理解和运用

能力的题目。 5.由于“当代”的材料题“主题”基本上不重

复。“主题”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从2001年试题来看，有

“跨章节”的新趋势，所以应注重“当代”中不同章节相关

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点”，学会“揉在一起”学习的习惯。

6.“当代”每年试题的大头在“材料题”，抓住了“材料题

”，即可在这部分中顺利过关，而抓“材料题”的关键是抓

材料题的主题，所以，应试者（文科）应特别重视10月份以

后的冲刺资料，尤其是“当代”这门学科的权威辅导者的串

讲班的含金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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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