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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哲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长

期从事大学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教学工作，承担了国家教育部多项重大哲学教育科研课题。

岳华亭老师主编多部哲学权威学术论著，在国家权威期刊发

表论文近百篇。岳老师主编的考研辅导书籍连续十余年均为

全国最畅销的考研政治辅导参考用书。岳老师授课颇具大师

风范，学养深厚，堪称考研辅导界当之无愧的“哲学第一名

师”。 政治试卷分析和复习计划指导 同学们晚上好，今天我

来跟大家谈谈考研政治的复习方法和一些技巧。很多同学是

第一次考研，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考研政治的试卷类型和题型

以及这几年的命题变化。 考研政治的复习是个庞大而系统的

工作，考研政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或有关基本理论在这

一领域中的运用），以及形势与政策等六个科目的内容，每

个科目又有若干知识点，这就需要同学们下大力气来准备复

习。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政治试卷的情况。考研政治试卷分

值构成是满分100分，按每年考试规律看，马哲和政经这两部

分所占分值最多，占42分左右，毛概和邓三占38分左右，形

势与政策占10分左右，最后一道分析题为选做题，占10分，

考生在两道试题中选取其中一道作答。第Ⅰ道试题考查“当

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部分的内容，第Ⅱ道试题考查考生运用



政治中的一门或多门相关知识，认识和分析当代世界一些重

要问题的能力，考生应答题时间为180分钟。 政治试卷的基本

题型由选择题和分析题两部分构成。选择题Ⅰ，该题型占分

比例约为16%。主要考查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事件和基本

原理的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由概念题演变来的。按往

年试题看，难度不大。选择题Ⅱ：该题型占分比例约为34%

。主要考查对基本概念或原理的记忆和对有关观点、原理的

掌握和理解。考查的角度和形式比较灵活，常在给出不同于

教材的表述、情境或言论等情况下，考查考生对基本概念的

理解和掌握的程度。该题型对知识掌握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难度比选择题Ⅰ大很多，得分率一直较低。 分析题的题型占

分比例约为50%。主要考查考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联系具体情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针对政治的初步

复习，可采取简单的三轮复习法：第一轮详看、细看，将所

有的知识点梳理了一遍；第二轮加强理解；第三轮浏览，贵

在坚持。复习过程中注意点、线、面的结合。所谓点，就是

基本的观点、原理和范畴；所谓线，就是一章内容的联系；

所谓面就是整个学科的内在联系。与此同时，每个考生还应

该制订一个严密的复习计划，规定好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的

复习进度，就像制定作战计划一样，按照预订的时间，完成

预订的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复习。 特别要注意，哲学

和政经不能靠死记硬背，关键是提高理论分析实际的能力，

怎样能够发现现实的或者历史的事件中蕴含的哲理，并有能

力把这种道理按照段落层次全面的表达出来是相当不容易的

。 复习方法以及技巧指导： 我们知道，政治复习主要是以理

解为主，但基本理论和一些政治常识也必须要理清、牢记，



根据学科的这一特点我们要有针对性的逐个攻破。马哲和政

经主要是理解为主，观点灵活，需要树立整体思维，不能以

点盖面，所以这部分知识复习可以在4月份时启动，在潜移默

化中理解深化，建立知识树。而毛概和邓三部分很多知识是

很零碎的、必须准确牢记的小知识点，如会议时间、内容等

。这部分知识采取集中强化复习不仅可以节约同学们的时间

，而且经实践证明识记效果也更好，所以我们安排这部分知

识复习在7月份启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和时事政治部分紧

密联系实际，这部分知识考试的重点在10月份才会敲定，结

合重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将会事半功倍，这部分知识的复

习将在11月份启动。采取分阶段的复习将帮助同学们在有限

的时间内更好的完成政治学科的复习，在考试中取得高分。 

平时在复习的时候，要坚持找、懂、记、练、会考试点的复

习思路和方法。对依据考试大纲编写的教材，首先要找出考

试点，将其分为一般、重要、最重要3个层次。其次，要懂考

试点。就哲学、政治经济学概念而言，需要弄懂5个问题：概

念划分的依据；概念的含义；对应概念的区别；与对应概念

的联系；相对应概念的区别、联系的意义。就毛泽东思想概

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观点而言，

需要弄懂三个问题：观点的内容；观点的理论依据和客观依

据；观点的理论、政治和实践意义。第三，要记考试点。采

取分课程、分部分、分层次、按顺序进行识记和熟记的方法

。识记是懂得基础上的记忆，熟记就是反复地进行记忆。在

记忆过程中将要记忆的内容分解为几点，对每点找出关键词

。第四，要练考试点。在基础阶段主要是练习体现基本理论

的选择题和已考的选择题，对已考的主观性试题可以只看不



练，学习答题的思路和方法。在运用和总结阶段，要全面练

习模拟试题，特别是要认真对待体现典型性、技巧性、综合

性、预测性的试题。第五，要会考试点，这是最终的目标。

找、懂、记、练、会考试点，既相区别，又有逻辑上的密切

联系。找是前提，懂是基础，记是关键，练是手段，会是目

的，缺一不可，这样得高分才有保证。 另外，同学们要注意

掌握一些有效的复习方法，不要把复习的重点放在对各个琐

碎的知识点的复习上，缺乏对知识体系的宏观的、总体性的

把握。经过这种复习过程的学生将很难应付比较灵活的综合

性题目。现在的考研题目，在命题思路上更加注重灵活性和

综合性，更加注重考查考生对于知识的立体把握。如果考生

在复习时没有建立起一个很好的知识体系，而是停留在对零

散知识的把握上，那就很难适应今天考研命题的思路。 政治

的复习虽然貌似枯燥而繁杂，但是当考生能从理解的角度入

手，分清体系，加强理解，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就会取得

很好的复习效果，祝大家复习愉快，在暑期复习中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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