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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考试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考生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政

治理论试题的很多题目，甚至包括个别单项选择题，都已不

再孤立地考查考点，而是考查考点与考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考查考生对同学科不同章节或不同学科的考点的综合运用能

力。 自2002年以来，研考政治的命题方向发生的最根本的变

化，就是从以往以理论考点为中心逐步转变为以现实问题为

中心来命题。现实性与灵活性是紧密相连的，都体现在对材

料的理解和分析上，但现实类题目更注重考查考生“结合特

定历史条件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背景，综合认识和

评价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可以说，现实性包含在灵

活性之中，但又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一特点在2007年研考政

治试题中表现得更加充分，主要体现在时政类试题和分析题

中，如单项选择题第16题、不定项选择题第32、33题和分析

题37题、选做题Ⅰ、Ⅱ等。 针对以上命题特点，考生要注重

提升自己综合运用相关概念、原理、观点和方法等，分析实

际问题的能力，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狠抓基础：

围绕考纲规定的考点展开复习 政治理论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运用相关学科的基本立

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是“运用

有关原理、观点或方法，比较和分析有关社会现象或实际问

题”、“结合特定历史条件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背



景，综合认识和评价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命题的通

常做法是引用一段名言或材料，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实例

，要求考生对引文中的现象进行分析，体现了一个“活”字

。 无论综合性、灵活性还是现实性，都是以基础性为起点，

都是建立在对基础知识的扎实记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考生应注重对有关哲学、历史、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将考试大纲规定的知识点“吃深”、“

吃透”。同时，要注意区分各个知识点的重要程度，对新增

知识点和命题频率高的知识点更要重点掌握。 侧重综合：准

确理解考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命题特点可以看出，研考政治

考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包括5个层次：第一，概念与观点之

间；第二，概念与概念之间；第三，观点与依据之间；第四

，观点与意义之间；第五，观点与观点之间。考生在复习时

，要注意打破章节甚至学科的限制，深入理解和体会考点之

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以上5个层次的相互关系。 分析近年

来的研考政治试题，我们会看到，政治试题在注重考查考生

对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掌握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对考生能力

的考核，即要求考生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这是研考政治理论考试的重点。 不仅在分析题中

，在其他题型中也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因此，考生复习

或学习某一原理时，除了要弄清它的基本内容外，一定要有

意识地思考这一原理可以同哪些实际问题相联系，它能说明

和解决的主要实际问题是什么，或对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有

何指导意义等。 关注热点：以考纲为指导注重联系实际 理论

联系实际的范围非常广泛，可分为3个方面：一是历史实际，

如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资料、历史人物等。二是现实实际，



主要指党和国家现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国内外的重大

问题、重大事件等。 三是思想实际，主要指当前存在的思潮

、思想倾向和应注意的思想问题。上述3个方面的“实际”，

都可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对象，尤其是近年来党和政府反复

强调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及近年来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等

，极易成为命题的选择目标。 近年来，教育部颁布的《政治

理论考试大纲》对考生的能力考查目标具体规定了以下几个

方面： 准确地再认或再现有关哲学、历史、经济和政治等方

面的知识；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的有关范

畴、规律和论断；运用有关原理，辨别理论是非，分析、论

证某一观点的正确或错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比较和分析有关社会现象或实际问题；结合特定历史条件或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背景，分析所提供的具体材料，

引证有关事实，科学地评价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准确

、恰当地使用政治理论各个学科的专业术语，文字通顺、层

次清楚、有理有据、合乎逻辑地回答问题。 以上标准比较全

面地反映了对考生知识性、理论素质、辨别与分析能力、理

论联系实际能力以及综合和归纳能力的考核要求。 值得提出

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果对当今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就往往成为命题

的首选。由于可从不同的角度考查对同一个知识点的理解，

所以这类题目将成为命题的重点。 热点问题主要是指一些时

政方面的内容。这里要注意两个方面：国内方面的热点，主

要是指党和政府现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体现在党和国家的

重大会议及每年一次中央作出的一年工作任务布置中；国际

方面的热点，主要是指与中国紧密相关的重大国际时事，体



现在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及国家重要领导人在会议上的讲话中

。 考生应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对重要问题进行梳理、分解，将

一些时事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自主地将对时政问题的

学习与考试大纲中的知识点相联系，并运用这些知识点对热

点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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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