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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8/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8_80_83_c73_458424.htm 命题趋势 本学科每年必出单项

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分析题，总分值至少22分；如果加上

选做题（2006年和2007年选做题Ⅱ）中哲学分析的内容，本

课程在考研政治中占的分值就更高了，是占分值最高的一门

政治理论课程。 近三年高分值试题（即分析题）在第三章、

第四章、第五章中转换，即在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

相关章节中转换。2006年和2007年选做题Ⅱ属于辩证法的内

容，2005年分析题第34题则属于历史唯物论第五章的内容

，2006年和2007年考研哲学分析题都属于认识论部分的内容

。近三年，第一章和第六章均未出题；第三、四、五章除了

了出分析题，还出了不少选择题；第二章和第七章出的基本

是选择题，第七章出过一道辨析题，这两章，出题有增多的

趋势。可见，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相关章节特别

是认识论是考研的重点。 哲学命题的综合性、灵活性趋势进

一步加强，哲学原理和其他政治理论课内容的交错和结合，

要求考生具有较强的归纳和概括、比较、分析和综合以及灵

活运用的能力。 复习指导 1、全面复习和重点复习相结合、

全面复习，即按《考试大纲》所列知识点系统复习，在第一

轮复习中，要力求全面复习，不可押题，图侥幸。所谓重点

，指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考试可能性较大的知识点。

就哲学原理这门课而言，三、四、五章是重点；新增考点同

原考点比较，新增考点一般是重点；未考点与已考点比较，

未考点一般是重点；在第一轮全面复习中，你没有弄懂的知



识点，对你而言也是重点。在第二轮复习中，要更多地注意

对重点知识点的把握和理解。每章的重点，在本书每章的“

名师导读”中都已指明。 2、理解与记忆相结合，以理解为

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特别是重点原理要加深

理解，即弄懂“为什么”，理解愈深，记忆愈牢。死记硬背

，往往时间短暂，而且不会具体、灵活运用。与此相关，在

复习过程中，应首先准确、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而不是去大量做题或解题。否则，做

一道错一道，而不知道错在何处，不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3

、根据本身情况，制订复习计划。一般来说，第一轮复习，

即全面复习阶段还是早点安排好，比如暑假或参加考研听课

后趁热打铁即可开始。第二轮复习，即重点复习阶段，一般

安排在考前两个多月以前开始为好，最后冲刺复习阶段，一

般安排在考前一个月左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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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