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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221045.htm 考试内容与要求 首先介绍全国

统考科目的考试内容。全国统考科目的考试内容每年都会有

所调整，这种调整反映在当年出版的各科大纲中。一般来讲

，每年政治考试内容变动较大，英语、数学等有所变化，其

他科目则变动较小。 下面是根据2006年考试大纲归纳的考试

内容。 ●政治理论。政治理论课按照教育部“两课课程设置

新方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要求，从2000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开始，进行为期三年的调整。目前这一调

整已基本完成。确定下来的政治考试内容包括 ①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③毛泽东思想概

论；④邓小平理论概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⑤当

代世界经济与政治；⑥形势与政策。 ●英语（非英语专业）

。2006年英语初试仍然取消了听力、词汇、语法的测试

。2005年是考研在连续两年考查听力之后取消听力的第一年

，把英语听力放入各学校的研究生复试中考查，给予了各学

校在研究生招生上一定的自主性。因此目前准备06年考研的

同学可以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复习安排，把听力学习放在一个

较次要的位置上。然而词汇和语法测试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从

此就可以忽视它们了，毕竟没有人能够否认词汇和语法是英

语的基础，而且不论是阅读、完形填空，还是翻译和写作，

都是以词汇和语法的熟练掌握为前提的。其中尤以完形填空

和句子翻译与词汇和语法贴得紧。2006年英语大纲仍然体现

了阅读和写作能力强化的趋势。 ◎涉及的词汇、短语主要限



于《大纲》中“词汇表”，总量5500个左右。从05年的考题

也可以看出，在考研英语试卷中，难词偏词从来都不是考查

的重点，而对不能理解熟词生义却经常成为考生丢分的原因

。 ◎阅读理解。新大纲是四篇短文，内容涵盖社会生活、人

物传记、科普、史地、政治、经济等，体裁包括议论文、记

叙文、说明文等。生词量通常控制在文章字数的3％左右。要

求的阅读速度在每分钟60词左右。前三篇是传统意义上的阅

读理解，主要考查学生理解具体信息、掌握文章大意、猜测

生词词义并进行推断等能力。第四篇实际是翻译，主要考查

学生理解概念或结构较复杂的英语材料的能力。 ◎书面表达

。2006年还将要求考生写两篇作文，一篇根据所给题目或素

材写出叙述、说明或议论性的短文，近年来看图作文经常出

现；另一篇是应用文（书信、通知、便笺类）。作文命题一

般不会冷僻，也不会很专业，通常都与学习生活紧密联系，

或者反映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例如保持健康、如何读书、环

境保护、乱承诺等都曾是出题范围。 ◎新设题型再生变化

。2005年的考研英语第一次出现了所谓的“7选5”或“完型

填句”的题型。它出现在试卷的阅读理解的PART B部分。这

种新题型重点考查的是考生对于英语句子之间和段落之间的

关系的认知，从一篇500至600字的短文中抽出5句话，再加

入1-2句不属于此文的内容，共做出6-7个选项，要求考生从

这7个句子中选出正确的5个，并放入正确的空格中。另外还

有两种题型有可能出现，一种是排序题，是将一篇有7-8段的

文章的所有段落顺序打乱，然后给出其中2-3段的正确位置，

要求考生把剩下的段落按照顺序来排列。另一种是标题内容

搭配题，要求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文章中给出的五个标题



或五个段落与相应的段落或标题匹配。 ●日语、俄语。与英

语相似，2006年初试中不测试听力。 ●数学。按照考试内容

和难度分为四级。理工专业一般考数学1、2，经济类专业考

数学3、4。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①高等数学。函数、极限、

连续、一元函数微积分学、向量代数和空间几何、多元函数

微积分学、无穷级数、常微分方程。 ②线性代数。行列式、

矩阵、向量、线性方程组、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二次

型。 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初步。随机事件和概率、随机变量

及其概率分布、二维随机分布及其概率分布、随机变量的数

字特征、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参数估计、假设检验。 ●西医综合。包括内科学（不含传染

病和神经与精神病），外科学（仅外科总论和普通外科）、

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 ●中医综合。包括中医诊断学

、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 除以上教

育部统一命题的科目外，其它由各招生单位自行命题的业务

课考试的内容也是由各招生单位自行确定的，因此即便就是

同一专业，不同招生单位的考试内容也会有很大的区别，准

备跨校报考的同学应该注意这一点。 教育部规定，专业课考

试内容应该覆盖大学本科专业主干课程5门或更多。通常，这

些课程每门都有一到数本基础教材，同时还有大量的配套学

术资料。因此，专业课的复习量是相当大的。 组织命题与考

试 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由国家教育部进行宏观指导，各级高

教行政主管部门和招生单位分级管理，具体实施。这里只介

绍与大家紧密相关的全国统考。 全国统考分为初试和复试两

个阶段。初试由各省（区、市）高校招生办公室统一组织实

施，一般安排在每年春节的前15天到前10天左右的星期六和



星期日进行。2006年为1月14、15日（即农历十二月十五、十

六日）考试。 全国统考初试科目设政治理论、外国语和两门

业务课。这当中的部分科目由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组织

命题。具体做法是按科目成立命题组，抽调权威专家进行封

闭式集中命题。统一命题的科目有：政治理论课，非外语专

业的英语、俄语、日语，理工类和经济类的部分专业的数学

，西医综合科目和中医综合科目。考试范围由教育部考试中

心制订、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理论考试大纲》、《

数学考试大纲》、《英语考试大纲》、《医学考试大纲》予

以确定。这些大纲每年都在命题工作会议结束后出版（一般

在5-7月份）。业务课考试科目由各招生单位自行组织命题。

各科考试时间均为三小时，政治理论、外国语满分均为100分

（听力测试在初试中被取消），业务课满分均为150分。工商

管理硕士联考的综合能力科目满分为200分。 对于初试中各招

生单位自行命题的专业课程，教育部对命题单位提出了以下

几点原则要求： ●试题的难易程度要根据本学科、专业的研

究生入学时必须具有的基本要求来确定。一般应使应届本科

毕业生中的优秀学生能取得及格以上成绩。为便于选拔，试

题中还应有一部分内容，用以测验考生掌握该门课程、融汇

贯通、独立思考的程度，以及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但

这类内容所占分数最多不超过总分的20%。 ●试题应反映本

学科、专业主干课程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并适当均匀地分布

在几个基本方面，一般可以包括基础理论、实际知识、综合

分析和论证等方面的内容。有些课程的试题，还应包括基本

运算和实验方法等方面的内容。文科各课程的试题在命题时

要注意既能测试考生掌握有关材料的情况，又能反映考生理



论分析的能力。 ●试题中不得涉及尚存在重大学术争议的问

题。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有选答题，但不宜过多。选答题

之间的难易程度应大体相当。 ●各招生单位不得对业务课考

试规定复习范围和公布复习大纲。 复试一般安排在每年5月

份左右，由各招生单位自行组织。复试与最终录取息息相关

，因此留待介绍到录取时再具体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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