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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8/2021_2022__E5_90_8D_

E5_B8_88_E8_82_96_E7_c73_458444.htm 一、考试内容 根据研

究生政治理论考试大纲的规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现阶段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现阶段是指

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所作出的

重大的方针政策的决定，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

、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以及党的十七大的一些重大的决策

。 第二，年度间国际、国内的重大时事； 年度间指：2006

年11月1日至2007年10月31日 第三，上述两项与马克思主义理

论课相关知识点的适当结合。 二、所占分值 根据考试大纲的

规定是10分。 据统计从2003年以来，形势与政策的分值如下

： 2007年－9分 2006 年－7分 2005 年－10分 2004年－9分 2003

年－10分 估计2008年将会考10分，因为2008年涉及到“十七

大”。 三、考试题型 只有选择题，没有分析题。 注意：“形

势与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相关知识点的适当结合

，此结合也可能以分析题的形式出现。 四、内容包括国际与

国内两部分 国际与国内并不一定各占5分，要根据当年的国

际、国内的重大时事的重要性决定。 根据2003年以来的统计

，有三年（2003、2005、2007年）是国内时事多，国际时事少

；有二年（2004、2006年）是国际时事多，国内时事少。 五

、命题的特点 四个特点： 第一，形势与政策命题的内容突出

了“重大”两个字； 第二，形势与政策考试命题的角度来讲

，若选择题为10分时的命题特点是“事多、事少、一好”。 

“事多、事少”是指考记忆的多，考理解的少；考现成的多



，考命题老师现编选项的少；国内时事考正面的多，考负面

的少；国际时事考与中国有关系的多，与中国没有关系的少

。 “一好”是指考的内容必须是重要的，同时又是好出题的

。 通过研究2006年与2007年形势与政策的题，对上述“事多

、事少、一好”的解释作了修正，即选择题当中，考记忆的

在逐年减少，考理解的在逐年增多；考现成的在逐年减少，

考现编的在逐年增多；国内时事考正面的多，考负面的少；

国际时事考与中国有关系的多，与中国没有关系的少。 “一

好”是指考的内容必须是重要的，同时又是好出题的。 第三

，形势与政策考试的内容从时间的角度来讲，离考试越近发

生的事越是命题的重点。（形势与政策本身是随着时间的变

化而变化的）。 第四，形势与政策涉及的国家。 第一位：中

国 第二位：美国 六、复习建议 第一，抓住重点； 第二，形

势与政策的复习要了解、理解、记忆相结合； 第三，如何记

忆；建议采用条文式方法记忆。 第四，复习形势与政策不要

孤立的来复习，一定要与“马克思理论”课相关知识点要整

合起来进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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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