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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考研政治的试题考查形式也是几经变化，呈现两三年

之内稳定、多年变化的特点。 2006年的政治考研试卷又有了

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题型减少，客观性试题题量增大

，分值上升（5分）；主观性试题题量减少，分值下降（5分

）。具体为：单项选择题增加为16道（每题1分），多项选择

题增加为17道（每题2分），分析题5道（每题10分）。2007年

把这一新的考查方式继承了下来，没有变化，2008年也不会

有太大出入。这一题型要求考生在复习备考时，要注意加强

对细小知识点的识别和熟记。 就其基本题型而言，具有以下

特点： 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除因为选项的多少而产生的

难易程度有别以外，出题方式基本相同，既有直接考查所学

知识点的直问直选法，又有事例、话语、俗语、谚语、哲理

、成语等的判断推理选择法，还有算式、表格计算结果选择

法。选择题的出题范围广，随机性比较大，每个细小的知识

点都有被考查的可能（但是一般以最基础的为主），这就要

求考生在复习本学科时，要做到认真、全面，不遗漏每个知

识点。 就分析题而言，这类试题出题形式灵活多样，有论述

题、分析题、漫画题、材料题、事例题、图表题等形式。这

类题型主要是考查考生对基本知识、情感态度和行为做出辨

析、评价的综合能力，要求考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去分析

、解决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这类题型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创新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此类题型提供的材料，或是重大社



会现象的陈述组合（事例型），或是引用报刊和人物的重要

论断（引文型），或是重大现实问题的图片和列表统计（图

表型）。解答这类问题时，无固定模式可循，无现成答案可

搬，就增加了这类题型的难度。这类试题摒弃了传统的“采

点给分”的评价方法，不硬套标准答案，不死抠要点，采意

即可，着重从选用的观点是否正确，运用的知识是否恰当，

阐述是否合乎逻辑，政治术语表述是否准确等方面加以考查

，评卷给分时只提出考核重点和评分要求，“言之成理，可

酌情给分”，答案向多元方向发展。这就决定了此类试题又

具有要求全面、突出能力考查、难度较大、考生普遍感到棘

手的特点。这就要求考生在平时的复习中，注意掌握基本原

理，并不断提高自己独立自主地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近年材料分析题的分量

越来越大，这种题型，一般以材料（或情景）为载体，以问

题为中心，体现了能力立意的趋势。它融知识、能力、觉悟

于一炉，集重点、难点、热点于一体，显现了时代性、人文

性和灵活性，能有效地克服考生死记硬背、猜题押题的现象

。同时，这种题型，以其材料来源广，信息容量大，设问角

度巧，能力层次高，考查功能多等特点，又成为制约考生取

得优异成绩的瓶颈。因此，在复习中，有必要专门研究分析

这种题型的特点及审题和解题方法，使考生掌握解题技巧，

提高解题能力，取得优异成绩。 总而言之，2007年本门学科

考题最显著的特点是基础性、时事性和运用性融于一体，这

些特点在2008年的试题中不会有大的变化，考生可根据这一

特点适当调整自己的复习重点、复习技巧以及应试能力，力

求自己具备命题人所要求的综合素质，在考试中正常发挥，



取得佳绩。 复习要求和方法提示 1.巧妙安排复习时间。本门

学科内容多，知识零散，需要关注的问题太多，难度又大，

大部分考生的底子又薄，所以，在不影响其他课程复习进度

的前提下，做好本门学科的复习备考工作就极其重要。就本

门学科而言，在复习规划上分为三个阶段比较科学合理。第

一阶段，基础复习阶段。这一阶段从《考试大纲》公布开始

最为适宜（在《考试大纲》公布前，可着重了解有关考研信

息和基本知识）。复习内容着重放在对原理的掌握，对原理

着重理解。第二阶段，强化提高阶段（9月～11月）。此阶段

，考生应侧重于知识点的深化理解和系统把握。对于基本的

立场和方法，要加深理解，注重实际运用；对于基本的原理

、观点和论断，要弄清楚更为具体的内涵、外延和相关问题

，明确其依据、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然后在此基础上，形

成知识脉络、学科体系以及整个政治理论相互关联的大框架

。第三阶段，最后冲刺阶段（12月～翌年1月）。这一阶段是

整理和升华的阶段，长期复习的效果能否再升一步并在考场

上发挥出来，取决于此阶段的复习效果。在此阶段主要是热

身备战，进行实战模拟，检查复习效果，增加临场经验。要

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强化弱项。 2.遵循复习基本原则。关

注最新《考试大纲》。政治命题中的热点一般都与新大纲中

的考点相衔接，是命题的重点。因此，考生必须仔细研读《

考试大纲》，把握它的能力要求和主要内容，尤其要关注每

年新大纲中的修改和增删内容及历年大纲修订中均予以保留

的内容。 注意整合相关知识。将多学科相关知识点综合起来

出题，是近年来政治命题一个显著特点，这就要求考生在平

时复习中，要注意把分属于不同学科的相关知识点融通起来



把握；对同一问题，应尝试着从不同学科角度来思考和分析

。否则，难以应对这类跨章节跨学科整合型的考题。 做到理

论联系实际。近年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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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能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这是考研政治考

试的重点。因此，考生在复习时，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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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心研究历年真题。多年来的试题虽

然会在内容、题型等方面有所变动和调整，但总会含有某些

稳定的、普遍的、反复出现的共性的东西。因此，考生必须

重视历年试题，以此指导自己的复习和提升自己的答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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