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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政治在命题方面存在着重复或换角度命题的趋势。那么

怎样才能用好真题呢？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历年真题的出题方

式和命题规律。 (一) 同科同角度转变题干反复命题。 1.从单

项选择题到单项选择题。如2005年的单选题1和1991年文中的

单项选择题是一致的，只不过其题干的说法不同而已。2005

年单选题3和95年单选是一致的。 2.单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

题交叉命题。如2004年不定项16题和2005年单项选择题4是一

致的。其中所反映的都是我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问题。 3.选择

题和分析或材料等大题的反复命题。如对度的认识，在1996

年理、2001年理以单项选择题的形式进行命题，在2005年则

以分析题形式进行了考察。对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

在2004年辨析之后，在2005年的不定项选择16题反复命制。再

如关于依法治国的有关内容，在1999年的论述题中考察了依

法治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2005年不定项选择题27则考察

了依法治国的意义。 (二) 同科同命题分角度进行命题 1.从选

择题的角度来命题。如2005年单项选择题5中，关于货币的价

值尺度职能就体现了这点，这也是考试中所体现的热点问题

之一。 2.从大题的转换角度来命题。1999年辨析、2003年材料

和2004年辨析分别考察了宏观调控的问题，其提问的顺序分

别是理论实际－现实结论或是现实经验理论求证－结论这两

种不同的回答问题方式，但是其理论内涵是一致的。再如对

价值规律的问题的考察，也体现了这点。1996年理的论述题



是说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原理，阐明我国企业必须注重技术

进步，改善经营管理的原因。而到了2001年理的材料题则从

邯钢的成功经验反证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是命题的一个趋势

，是我力求实现考点与真题精准对照的编著主旨，也是再三

强调要考生注意真题的原因之一。 (三) 同科分角度命题。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2004年的单项选择题从唯物史观

的角度考察了人的价值问题，而到了2005年的分析题(31题)，

则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考察了价值观的有关内容）

，2006年又以丛飞的价值观命题，是否会继续在价值观的角

度命题呢？我认为不会，对此考点，考生可以以阅读为主，

不必详细记忆。 (四) 异科同角度命题。比如，经济全球化这

个考点，在2000年文从当代国际经济与政治的角度加以命题

，而到了2002年理中，则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加

以命题。2006年又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命题。再如，关于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这个考点，2003年的分析题从毛泽

东思想概论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的关系问题；而到了2004年的选作题Ⅱ则从马哲、“邓三”

及当代国际经济与政治的综合角度考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的关系问题。虽然问题的内容或出发点不同，但其问题的

实质是一致的。 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也体现了一般的

命题规律： 1.综合解析与选择交替出现后仍可作为考点。如

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问题，在1996年文科卷

中考过选择题、理科卷中考过论述题，1999年考过选择题

，2005年又重复出现。 2.重要考点的知识点虽已全部考察，

且反复命题，但其作为重点考点的地位依旧存在，可能在当

年时政中体现出来。比如对“三农”问题，在1996年文



、1997年理、1998年文、1999年时政、2000年理、2004年

和2005年时政等试题中就反复命题，且存在着考点和时政交

替出现的命题趋势。又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意识的

主观性、能动性、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及意识和人工智能的关

系，有连续命题的趋势，特别是意识能动性这个考点，更是

通过不断改变题干来命题。这也是本文力求将考点与真题实

现结合的一个重要例证！ 3.运用基本原理解析现实问题。如

在1997年、1999年、2000年、2002年试题中就要求依据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矛盾原理分析我国社会生活和当代国际经济与政

治的现实问题。对此，考生应重点记忆相关真题答案的原理

内容，以提高回答问题的准确性。 4.时代特点与命题顺序的

变化与结合。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美国的对外关系”

考点中，曾考了杜鲁门（2001年），卡特（1998年），尼克

松（1999年、2002年），布什（2000年、2004年），克林顿

（1996年），小布什（2004年）的外交政策。2007年是否会结

合美国的中期选举来认识小布什的反恐策略呢？另外，在马

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尽管大多考点都已命制过大题，如

认识的主体地位，实践标准，辩证思维方法，认识中的非理

性因素、真理的具体性及价值观等，但仍存在重复命题的可

能。对此，考生应系统认知历届真题内容，把握基本原理，

以应对可能转变题干或题型的命题。又如对统一战线这个知

识点，则分别考过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盟军等

。2007年是否继续从毛泽东思想概论角度出考题，还是转向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角度命题呢？都有可能

。 5.曾考过的综合解答题，三年内不再重复命题，即使命题

也将以选择题出现。对此，考生在复习本书相关知识点时，



可选择理解或记忆有关可能出选择题的大题知识点，而不必

全部记忆相关大题的全部内容。 反观以上论述，各位考生就

会明确“用好真题，读薄用精”的用意所在，希望考生在考

前再找一本真题做一下，注意其中的关键考点及答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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