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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4/2021_2022__E4_BD_99_

E5_BC_80_E4_BA_AE_EF_c73_234989.htm 随着政治复习的开

展，一些同学已经开始尝试做去年的政治真题来检测自己的

政治水平，但是在做题过程中，很多学员向海文反映，在做

选择题的时候还觉得有章可循，但是做到分析题，就会感到

手足无措，不知如何下笔。即使心里有了一定的想法，觉得

该答某个知识点，但还是害怕自己的判断是错的，不敢下笔

。 今天，我们请到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国家考

研政治阅卷组副组长的余开亮老师，余老师将在这里对照07

年的政治分析题，给大家谈谈如何答好政治分析题。 07年政

治分析题真题解析： 同学们好，在讲述如何做好分析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07年的政治分析题。07年的试题在命题思

路和风格基本上保持了2005、2006年试题的一些特点，难度

总体上比2006年要低，这点在分析题上变现尤为突出。一些

分析题难度比06年降低，但是与形势政策结合得比较紧密，

兼顾了热点问题和中央的精神。 先看去年分析题的37题，是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挑战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

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解题时考生首先要善于从

材料中归纳总结有关信息。 第一问要求考生指出我国经济发

展面临的资源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比

较少，浪费现象严重，单位能耗产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

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能源利用率低，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高

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恶化形势已经十分

严峻，这些就必须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转变，主要从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

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注重经济、注

重质量，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把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第二问要求考生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分析我国如何建立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题目其实是要求考生结合材料和“十一五”

规划在能源方面的一些主要指标，以及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有

关内容，拓展有关知识综合答题。考生要指出科学发展观要

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把科学发

展观作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按照“五个统筹”

的要求，尤其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充分考虑到人口

的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承受力，正确处理经济发

展与人口自然环境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再看试卷的第34

题，这道体米要求考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原理来分

析所给材料，而且基本知识点一般考生们都能够找到，那就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四章，关于认识的本质和过程，所以

考生在回答时相对容易一些。 第一问题说：丁玲在未与成仿

吾见面之前，就为他产生了很多想象，那么后来见面以后证

实她的想象全错了，考查点主要是关于认识的本质，感性认

识和理论认识关系等。认识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

反应，丁玲的合理想象之所以全错了，就在于她的认识脱离

了实践、脱离了客观事物本身，从而割断了认识同客观现实

的联系，否定了认识的客观依据，从而陷入了主观随意性，

导致了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第二问要求考生根据这个材

料回答它对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启示，那么丁玲对成仿吾认

识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由以前的脱离实践、脱离客观事



物产生的错误认识，向由实践检验和客观事物相联系的正确

认识的转变。所以它告诉我们认识事物时要注重实践对认识

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检验标准和目的，

要把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同时，认识也是对客体的能动反

应，我们要在尊重客观事物、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

能动反应，在认识的过程上，要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的飞跃，和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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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