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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1/2021_2022__E6_8A_93_

E4_BD_8F_E5_A4_8D_E4_c73_201448.htm 对于考研政治的复

习，有相当一部分考生认为它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复习，比较

容易，只要到下半年临近考试时，买两本书背一背就可以了

。我以为不然。考研政治试题涉及多个方面的内容，总体上

难度不小。考生必须尽早制定一个总体的复习方略，并且脚

踏实地地认真实行，才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如果掉以轻心，

顺水推舟，最后只能事与愿违。我们仅就复习方略的制定，

提出如下建议： 一． 抓住复习内容的“五大要素”。 毫无疑

问，考研政治的试题，是围绕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来命制的

。但为了实现对考生政治理论素质的考查，考研政治的命题

便根据《政治理论考试大纲》“评价目标”的要求，从多个

方面、多个角度来考查考生的政治理论水平。考生为提高自

己的综合理论素质，适应政治理论考试的特点，就必须按照

“评价目标”的要求，并吸取有益的备考经验，牢牢把握住

复习内容方面的“五大要素”。 （1）要素之一：掌握政治

理论考试科目的基本原理。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考试

大纲》“评价目标”的总要求提出：“政治理论考试在考查

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这一总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出，“考查考生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考

查的重点。考生要具备这种能力，熟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是前提，如果不熟悉和掌握基本原理，就谈不上运用



其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评价目标”的第二条中指出：“

要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的有关范畴、规律和

论断”。可见，政治理论课各学科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

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

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理论，是考查的重要目标。从历年考

研的政治理论试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各种题型、各个学科

，均围绕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原理命题。考生应将其作为复习

备考的重点。 （2）要素之二：重视新的重要理论和大政方

针。在近年的政治理论考试中，除了考查政治理论课中的一

般原理外，还经常考查考生对党的新理论和大政方针的理解

和运用，即对“国策”的把握程度。如在2006年、2007年的

考研政治试题中，重点考查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方面

的问题。在2008年的考研政治的复习备考中，考生除把科学

发展观、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复习重点外，还要

格外关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理论和大政方针做好应对

待准备。 （3）要素之三：关注和剖析社会现实问题和理论

“热点”问题。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方面的试题，固然

把政治理论课中的基本原理作为重要的评价目标，但是根本

的评价目标是：在考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

考查考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对这一“能力”的考查方面，“评价

目标”中提出了两个具体要求：“运用有关原理，解释和论

证某种观点，辨明理论是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比较和分析有关社会现象或实际问题”。要适应上述考

查目标的要求，考生首先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关注和熟悉国



内外的重大事件、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当前的理论“热

点”、某些理论是非问题；然后尝试运用学过的马克思主义

原理去分析、解剖，或采取在同学中进行讨论的方式，提高

运用基本原理去理解、认识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辨别理论

是非的能力。 （4）要素之四：熟悉已考试题，即“真题”

。有些考生不大注意对真题的阅读和思考，认为这些题既然

已经考过，就不会再重考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知

道，真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往往能较好地体现对重要考

点的考查，是命题人呕心沥血的经典“杰作”，具有比较深

远的使用价值，它们在各年的试题中，常常改头换面，以新

的形式出现，有的差不多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所以考生必须

重视和熟悉已考的“真题”。这是其一。另外还有两个重要

理由：一是真题往往从不同角度实现对某些知识点深层次的

考查，内涵较为生动和深刻，熟悉和思考真题，可加深对基

本原理的理解；二是真题中真切地体现着命题人的命题思路

、命题方式，体现着命题的规律和特点，熟悉真题，在一定

意义可以说，就是在熟悉“敌情”，即新试题的“样式”，

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思索和归纳，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

提升我们的解题思路和解题技巧。由此，可以看出真题之重

要，必须认真对待。 （5）要素之五：演练模拟题。模拟题

是对考试真题的模仿和预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可参考性

。考生仅是靠阅读原理、熟悉真题，还不能真正提高应试能

力；要真正提高应试能力，还必须演练相当数量的有质量的

模拟题，特别是演练分析题，在演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

解和把握，提高对命题规律、特点的把握程度。此外，通过

经常的演练，能够提高答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提高实战能力，考生切切不可忽视备考中的这一关键要素

。 二． 合理制定复习规划的“三大步骤”。 为搞好对上述“

五大要素”的复习和把握，必须制定一个总体的复习规划。

“五大要素”的各个要素不是等量齐观，而是有轻有重、有

主有从；它们之间相互交叉，有着内在的关联，但又有着明

显的区别；它们之间有着鲜明的逻辑顺序，对它们的学习和

把握不能搞齐头并进，应作出科学的规划和安排。基于以上

的理由，我们认为考研政治的复习规划总体上应包括“三大

步骤”： （1）第一步骤：从现在～8月，复习政治理论课的

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是考研政治命题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备

考复习最为紧要的内容；只有熟悉了基本原理，才能谈得上

有效地联系现实问题、时事政策，以及阅读真题、演练模拟

题。应该把基本原理放在首位。在这一大的步骤中，建议分

两个小的阶段，即“小步骤”。 ① 从现在～6月，主要阅

读2007年《政治理论考试大纲》、2007年《政治理论考试大

纲解析》，强化对基本原理和考点的理解与记忆。 ② 7月～8

月，主要阅读2008年《政治理论考试大纲》、2008年《政治

理论考试大纲解析》。在阅读中，要把“大纲”中的新增考

点作为重点，因为新增考点历来是命题的敏感内容。 （2）

第二步骤：9月～10月，阅读考研政治历年真题。以2008年《

政治理论考试大纲》为基本线索，按照各个考点，分别阅读

《历年真题解析及复习思路》中相关专题，以加深对各考点

的理解和把握；熟悉命题规律和特点，开阔解题思路，提高

解题技巧。这里尤其要强调一点，就是应阅读2008年版《政

治理论考试分析》，要把该书中近三年的政治理论试题分析

作为阅读的重点，它对2008年的备考应试具有直接的启发性



。 （3）第三步骤：11月～考试，针对原理中的重点和难点，

演练模拟题。应该说，从11月到考试，是备考的冲刺阶段，

是最为关键的时刻。这时，就不应该泛泛地复习原理或漫无

边际地做题，而应抓住最主要的内容，做实战前的准备。首

先，应选择原理中有一定深度和难度，但没有考过、特别是

近几年没有考过的考点作为复习的重点，在这方面，可参考

拙著《政治理论百点金鉴》所列的考点；其次，按照重要考

点的线索，适当选择模拟题进行演练，以加强对重点、难点

的理解和把握。在演练中，要注重分析题的写作表述，提高

文字表达能力，尽力达到“评价目标”第六条的要求：“准

确、恰当地使用本学科的专业术语，文字通顺，层次清楚，

有论有据，合乎逻辑的表述。” 以上便是我们提出的考研政

治复习的总体方略。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强调了“五大要

素”之间及“三大步骤”之间的区别。但是，请各位考生注

意，不要忽略“五大要素”之间及“三大要素”之间的密切

关系。其实，“五大要素”密不可分，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统

一体。在复习中，不可能仅就原理、“国策”、现实问题、

真题、模拟题这五个要素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单纯地复习，而

必须结合其他方面，才能理解深透。就“三大步骤”来说，

其内容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亦是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

就原理、真题、演练这三个步骤，在实际操作中，必须相互

有机地结合，才能解决每个步骤的问题，真正提高应试能力

。所以，考生在关注“五大要素”的复习内容和实行“三大

步骤”的复习规划时，要特别注意要素之间、步骤之间的有

机结合。处理好它们之间先后、轻重、主从等方面的辩证关

系。 以上的要素和步骤，仅是我们从考研政治教学辅导中引



申出来的“设想”，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每个考生实际情况。

所以，考生要搞好复习，还必须根据个人的具体状况，制定

一个比较细密的计划，并在复习的实际操作中灵活地加以调

整。希望考生以我们的“方略”为参考，及早制定个人计划

并着手复习，为取得考研政治的优秀成绩而作出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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