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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7/2021_2022_08_E5_B9_B4

_E5_BD_93_E4_BB_c73_277553.htm 一、命题特点 根据对近十

年来这门课程所出10多道题目内容的分析，这门课的分析题

的命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试题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经

济全球化、全球问题、政治格局及政治多极化、时代主题、

联合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及中国外交。单纯考

查一个国家国内政治与经济的题目一道也没有。 第二，试题

考查内容所涉及的时间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的

，涉及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题目很少，尽管课

程的名称《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当代”是指1945年

以来。 第三，试题考查内容涉及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中国和

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和欧盟也有所涉及。 第四，试题

与现实联系十分紧密，批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倾向相当

突出。 第五，2005年以前，命题形式往往以比较若干材料异

同的方式出现，政治性比较强，2005年以来全球问题包括能

源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占有突出的位置。 第六，试题的灵活性

和综合性很强，内容往往是跨章节的。 第七，“二选一”选

做题第2道试题考查考生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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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程中的一门或多

门的相关知识，认识和分析当代世界一些重要问题的能力，

从已经出的四道题看，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的相关知识，尤其是辩证法、历史观的若干原理，涉及其它

学科的很少。 2003年出了一道南北关系的，其中就是要运用



矛盾力量不平衡性的原理来分析解决南北问题的正确道路

；2004年是用时光来评析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

改良的观点；2005年出的是分析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

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2006年是运用普遍联系的观

点来说明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三重困境；2007年是运用辩证法

的观点说明为什么不同文明要“在竞争中比较中取长补短，

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二、复习建议 第一，要注意把握

学科的基本框架体系，形成知识链，以应对综合性的跨章节

的题目。 第二，既要全面复习，又要突出重点，特别要注意

突出重点，因为本门课只有分析题，没有选择题，有针对性

地进行复习，便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要关注国际

热点问题。分析题材料的来源甚至考点的选择往往都与国际

热点相连（如2005年的乌克兰选举、2007年的中东冲突）。 

第四，要注意哲学中比较容易与本学科联系的有关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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