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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什么程度，在临近考试时都不免会感到心情忐忑，这是十

分正常的现象。因为“学无止境”，对于即将面对的试卷，

你会有意无意地把它设想的过难，从而感到心中无底。其实

，以“考研哲学”论，考试的内容和难度都是“有底”的。 

它考什么？就是考对2008年考研政治理论考试大纲涉及的有

数的一些常见的哲学基本原理的掌握和运用，考对一些重要

的哲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界定。 首先要明白《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这门学科的性质，它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它当然也包含知识性的内容，但主要的不是讲知识，特别

不是叙述性的讲知识。而是讲世界观。怎么讲的？就是讲一

些大本大源的具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都是用文字

表述出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原理”，而且表述的

时候都是成套的。我们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复习，现在正

应该把它们梳理一下。 它怎么考呢？绝不是横空出世地乱来

，而一定是理论结合实际。当前最大的实际，最重要的实际

，全部都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中。十七大报告的理论

建树较之以往可说是前所未有，内涵之深刻，观点之丰富，

提法之新颖，既使是专业理论工作者亦会感到目不暇接，青

年学生岂不望文兴叹。然而，从考研哲学这一科来说，考点

其实有迹可循。它不会是直接考对十七大报告中具体文字内

容的识记，而是将十七大报告中的重要观点提炼出来，选择

与今年的考试大纲的哲学知识点相符合、相重合的内容，运



用适合的、新鲜的或典型的材料命制选择题和分析题。 因此

，我们考生现在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有针对性的系统梳理

。即依托系统性，建立针对性。如何体现针对性和系统性？

就是以2008年考试大纲规定的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系统为基

础，以对于十七大有关精神的把握为重点，将二者有机地结

合起来。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以对主观性试题的重点复习

为突击方向，带动对包括客观性试题在内的考试内容的全面

梳理。 具体地说，就是要全面把握，突出重点，强化能力。 

全面把握并不是不加分析地地毯式轰炸，面面俱到并不叫全

面，全面是指建立系统和框架，在此基础上把我们复习的东

西有机化，在原理和原理的关联中掌握原理，在概念与概念

的关系中把握概念。 突出重点，重点就是指哲学的考点——

基本概念（客观性试题的考点），特别是基本原理（主观性

试题的考点）。基本原理正是哲学的理论逻辑运行的载体。

所谓突出重点，就是突出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点，具体地说，

就是要突出那些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和某些理论难点和疑点，

以及已经形成命题热点的次重点。强化能力，掌握了原理，

还要会运用。把知识转化为战斗力。 审题的能力，集中表现

为在题干上抓住考点（题眼）的能力。分析题目的能力，即

迅速准确地把握题目材料的逻辑线索和考点原理的关系的能

力。 答题的能力，答案切入的角度，答案的展开和丰富、层

次感和形式化。 一般而言的答题步骤和要求： ①锁定考点—

—捕捉题干信号，把握材料线索，比对理论框架，确认考点

原理。 ②原理阐述——表述尽量准确。但只要理解正确，不

苛求一字不差。如果背住的原理文字量太少，显得内容不丰

满，可尝试以正面阐述后，再反面阐述的方式丰富答案。 ③



展开分析——可适当复述材料，利用题目提供的材料复制部

分答案；可根据题目的性质纵向层层递进，或横向分方面展

开；如想到的角度多，话头就别太长，多角度能够提高命中

率。若想到的角度少，就可以多写话，以较丰满的文字加重

份量。 ④简短结论——归纳并复述基本观点，突出论点，加

深印象。 答题的形式化要求： ①论点突出——“立片言以居

要”，主旨句醒目地写于段落开头。但不一定下画线。 ②层

次分明——适度多分自然段，牵引阅卷人视线切入点，变一

目十行为一目一段。 ③轮廓清晰——前有考点原理，中有论

证文字，后有基本结论。 脱离针对性的系统性，难以形成战

斗力；而缺乏系统性的针对性，就难免陷入盲目性。只有将

针对性和系统性结合起来，才能高效、稳妥、主动地开展复

习，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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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