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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5_92_8C_E4_c73_272011.htm 学科内容概述 根据教

育部《200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论考试大

纲》，“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考查

内容共十二章，包括：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

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

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科

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

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等。 邓

小平理论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

一首要的基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

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

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祖国统一、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

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

、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

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

律的认识。 命题趋势 从近五年来的命题可以看出，“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在政治理论课中占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并且和现实重大问题以及其他学科紧密结合

。这一命题特点应引起广大考生的高度重视。具体地说，近

五年命题新动向及对2008年命题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

方面。 1．“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所

占分值较高，是整个政治试题的“重头戏” 尽管教育部制订

的《政治理论考试大纲》中规定，“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概论”约占20分，但在实际考查中，这一部分

往往会超出20分的范围。2002年理科试题中“邓论”计27分

，2002年文科计24分，2003年计23分，2004年计26分，2005年

计26分，2006年计21分，2007年计23分左右。由此可见，“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在政治理论考试中

的分量之重。2008年的政治命题在这一方面肯定还会进一步

加重，所以广大考生务必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概论”作为政治理论课复习中的“头等大事”。 2．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内容丰富，考

点众多，所以在复习中也要有所侧重 从近五年的政治考题中

，我们容易看出第六章“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战略”以及第七、八、九章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

治、文化方面的知识点是考查的主体部分。每年试题绝大分

值集中在这几章。2008年的政治命题一般会保持这个命题特

点，考生在复习时要把重点放在这几章的内容上。 3．“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是现实性很强的课

程，试题注重考查理论联系实际部分，考查考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政治理论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往往考查考生运用相关知识和理论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考题往往侧重于考查考生对我国重大方针政策的理解

能力和当今社会重点热点问题的认识能力和解决能力。比

如2002年理科试题第33题，考查了考生对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的理解；2003年第36题要求考生根据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

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来分析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2004年

第36题考查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视为重中之重的“三农”

问题；2005年第35题要求根据我国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经济

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演变状况，分析我国在保持较高的增长速

度的同时，却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速度，要求考生提出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措施；2006年第37题、38题的选作题

Ⅱ都是对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与建设资源友好型社会的反

映；2007年试题考查转变解决增长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措施。这一注重考查知识理解和运用能力

的命题趋势在2008年的命题中不会改变。 4．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成果成为命题的重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些考点成为近五

年命题的重点。近五年试题不同程度上都考查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知识。这一特点会在2008年

命题中进一步有所表现。 5．在重点复习上述提及的内容的

同时，考生也不可忽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概论”中一些基本知识点的考查 从近五年的试题来看，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的一些基本

知识点考查的很少，但这绝不等于这些知识点不重要，没有

考查的可能性。例如2002年理科试题第12题对“一国两制”

知识点的考查，2003年第13、33题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

考查，2004年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考查，2005年第11题对邓小平



理论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的考查，2006年对计划与市场的

考查，这些都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中的基本知识点。近几年，政治试题难度有所下降 ，因此

，考生在掌握好重点内容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些基本知识点

的掌握，做到不轻易丢分。 6．重视对与“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相交叉的知识点的复习 从2003年

开始，政治试题中出现了选做题的形式，而选做题Ⅱ就明确

地指出考生要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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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程中的相关知识，认识和

分析当代世界一些重要问题的能力。根据近年来考试的情况

，在交叉性问题的考查中，“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概论”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综合命题趋势明显。在今

后的命题中，这种交叉性综合命题的趋势会逐渐增加。因此

，考生在复习中，一要有针对性加强这一方面的训练；二要

把几门课程与现实重大问题相关的部分结合起来复习。这样

就可以游刃有余地从容应付此类综合性试题了。 综上所述，

通过对近五年考试命题新动向的分析和2008年命题的预测，

我们希望考生在政治理论课的复习中，首先要高度重视“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而且，在掌握基

本知识点的同时，要有侧重地复习其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

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容。其

次要关注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诠释、新理解，能

够全面地准确地加以把握。最后，就是要能够运用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和与

之相交叉的综合性问题。 复习指导 从本学科自身的特点、内



容和命题规律来看，考生在复习本门课程时注意以下问题： 

（一）在注重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识记和理解的基础上，

更要注重对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的运用 “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内容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有着很

强的现实意义，注重考查学生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考生复习时，一定要结合第六章、第七章的基本理

论内容，注重培养自己运用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要

注意把握这一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在许多方面与政治理论课的其他学科既有逻辑

关系，又有某些方面内容的交叉，尤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原理”某些章节内容交叉较多。考生一定要注意这门

学科与其它学科的综合命题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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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