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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6/2021_2022_08_E8_80_83

_E7_A0_94_E6_94_c73_226342.htm 因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不但与形势与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

治直接联系，而且在内容上又可以作为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考

题的场景与依托，所以在考研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对于这门课，很多同学在复习备考的过程中存在着不

少误区。这部分同学总是以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离大家的距离比较近，内容常常能在各种媒体上见到

听到，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所以在备考的过程中不能够深

入下去，导致答题时，分析总是流于表面，不能够深入展开

，以至于失分很多。 今天在这里，主要从复习备考和试题特

点两个方面来谈谈如何取得邓论的高分。 一、复习备考时要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熟记基本观点和论断，并且在平时

的模拟测试中要注意使用标准语言进行表述。 2.对于一些百

考不厌的经典考点，如“社会主义本质”等，要从理论根据

、国情依据、基本内容、理论意义、实践指导价值等诸多方

面，深入理解，最好是烂熟于心。 3.注意把这些基本观点和

论断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去对社会的一些重大举措、热点

问题、焦点问题进行论证或者分析。 4.运用哲学和政治经济

学的基本原理，分析本学科的一些观点和论断，分析与本学

科内容相关的重大的方针、政策与现实问题。 5.复习时还要

注意其他一些需要注意的内容 ，比如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的重点考点相关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和形势与政策相重合的

内容。 二、试题特点 《邓论》试题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可以归纳出不同的特点，我这里主要从和其他政治科目相比

较的角度来分析，供大家参考。 第一，试题和其他政治科目

相比看似不难，实则不易。 《邓论》的题目大家一看都比较

眼熟，可要答得好确实不易。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毛

泽东思想概论》的题目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后三门课的

题目尽管非常灵活，但答案却是相当规范的，主要的内容在

教材里是找得到的，而且答案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很少引起异

议。而邓论和凡是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题目，往往是题目规范

（这里主要指题目指向明确），但答案相当灵活。 比如2005

年哲学与《邓论》的分析题。2005年哲学分析题讲的是一次

大型科普展中的三扇门上各有一个问题：“污染环境的是谁

？”“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是谁？”“保护环境的是谁？”

拉开门，里面各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参观者自己。要求回

答：（1）这一精巧的设计反映了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什么基本

关系？（2）如何理解“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

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

复”？（3）用辩证法关于度的观点说明：“地球能够满足人

类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人类的贪婪。” 题目灵活极了，但参

考答案十分规范：（1）这一精巧的设计反映的是人类实践活

动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三个问题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都直指人类自身。（2）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人类能

够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人类不能不顾自然规律，为所欲为。否则，最后受伤害

的还是人类自身。（3）度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度

的辩证原理要求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应当掌握“适度”原则。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



类可以而且应当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但不能无节制地过度索

取。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和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5年的邓论题，题干是一个

图表，反映的是1989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演变

状况。要求回答：（1）结合上述材料，分析说明为什么20世

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在保持高增长速度的同时，却没有带

来较高的就业增长速度。（2）当前为了扩大就业，实施积极

的就业政策，你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采取措施？ “没有带来

较高的就业增长速度”的原因是什么，任何一本教材或参考

书都没有完整的答案。题目看起来不难，指向明确，可是答

案要把它说全面了、准确了，并非轻而易举。 其它年份的题

目也是这样。 答案灵活，考生如果准备不足，回答起来，一

般较难以做到全面、准确。这就是一些考生从考场出来对《

邓论》自我感觉不错，但分数出来后觉得没有预想的高的主

要原因所在。 第二，与现实联系最密切。 政治课各门学科考

试题目都要联系实际，但还是数这门课程的内容最具有现实

性和实践性，与我们的生活关系最密切，命题方面会有不少

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观点、政策和

现实问题的题目，理解相对容易但回答好确是不容易；另外

，政策性是本门课程内容的又一突出特点，很多的表述具有

标准性，所以需要准确记忆知识点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与实际

、政策与实践的结合。 和现实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涉及到的是

分析、认识社会现象及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如：怎

么认识经济高速增长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速度（2005）

；说明我国97年前后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措施，以及调控目标

，阐述宏观调控的必要性（2003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特点，经济运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这一变化给我国发展带

来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目标

（2000年文科）等。 另一方面涉及到阐述中央提出的战略、

方针、政策、任务、目标的依据、重大意义以及应采取的措

施或对策。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依据、意义和应处理的关系

（2001文、理）为什么说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如何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2004年）等

等。 与现实联系越密切，复习时要涉及到的内容就越多，考

试时答案就越灵活，难度也就越大。海文提醒广大考生，在

复习备考过程中一定要把握规律，掌握技巧，方能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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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