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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考研政治在20天的时间里，应该怎么去准备？ 距离考研还

有20多天时间，不管你在以往如何复习，现在进入“总结和

归纳”阶段，这个阶段要做好三件事： 一、对曾经阅读过的

教材内容进行总结和归纳，重点是记住考点和考点之间的关

系。 二、对曾经做过的模拟试题进行总结和归纳。重点是对

曾经做错的题的总结上，把曾经做错的题和教材中的相关考

点相对照，搞清楚为什么错？错在哪里？下一次再遇到类似

的题能不能避免犯错。 三、突击掌握形势与政策内容。现阶

段可以看一些相关模拟试题，对一些问题要记住，例如十七

大报告有关内容等。 2、谈一下2008年考研政治《马哲》今年

可能出现的命题的重点和复习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马哲》

的命题具很强的灵活性，对学生来说，20多天要搞清楚具体

考什么题是不明智的做法，对于老师来说，盲目的讲题让学

生掌握，是误导的做法。我们认为立足正确理解考点和考点

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那么如何理解？理解什么？可以概

括成三句话： 一、抓住6个基本观点(要重点理解)： 1、实践

观(每年都要考)； 2、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要理解)； 3、

矛盾观和对立统一规律(几乎每年都要考)； 4、认识的反复性

和无限性(认识论的核心内容)； 5、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 6、人民群众是历史主题

和创造者。 二、理解4个互联结构： 1、辩证的唯物论：3大

观点、2个原理。 2、唯物的辩证法：2大特征、4对范畴、3大



规律。 3、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1个本质、3个过程、2个

原则、4对方法。 4、辨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三、划清两个

主要界限： 一个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一个是辩证

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 做到上面三句话，基本上就能够做到

以不变应万变，不要试图预测每一道题，要理解、掌握考点

，理解考点和考点之间的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

政治经济学》方面可能出题的重点内容？ 《政治经济学》和

《马哲》的共同要求是立足于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考

点。考点都是围绕三个方面：概念、观点、意义。《马哲》

侧重于观点；《政治经济学》侧重于概念，基本上有四分之

三的《政治经济学》考题是围绕概念的。 《政治经济学》的

基本概念其实就两句话： 一、抓住6个核心概念：价值、剩

余价值、利润、平均利润、超额利润、垄断利润。这是《政

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最重要的，每年的选择题基本上是

围绕这6个概念进行。 二、掌握8个重要概念：收入分配制度

、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

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这是《政治

经济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政治经济学》分析题，有

两个特点，必须会体现一个。 第一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共同的经济规律。 有6个规律： 1、货币流通规律。 2、价值

规律。 3、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 4、资本的循环理论。

5、资本的周转理论。 6、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第二个特点

：我国当前改革和发展的现实的经济问题(教材的第五、六

章)。归纳起来有5个问题： 1、宏观调控，原因和对策必须清

楚。 2、市场体系改革。 3、企业管理和改革，尤其是国有企

业的管理和改革问题。特别是十七大讲到的政策要清楚。 4



、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5、对外开

放。 如果搞清楚了，《政治经济学》没有任何问题。 4、《

邓论》和《毛泽东思想概论》方面复习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如

何更好地去把握？ 相同的地方都是围绕观点、依据和意义出

题。 针对《毛泽东思想概论》要掌握5句话： 1、抓住思想观

点，只需要记得准、理解。 2、重点：理解依据和观点之间

的内在关系，《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分析题规律是围绕观点

问依据。 3、注意史论结合，注意把握好3个具体内容：历史

背景；主要著作；不同时期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的观点。 4

、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个是右倾错误观点；一个是左

倾错误观点。一般是围绕观点出题，基本上是什么问题上出

现过右倾或者左倾？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出现？ 5、了解两

个根本原因：在党的历史上犯错误的根本原因；纠正错误的

根本原因。 《毛泽东思想概论》考试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 

关于《邓论》，有两个显著特点： 1、最高领导人讲话； 2、

重要会议的重要论断。 以下三句话中涉及的内容是重点： 一

、要抓住3个指导思想：3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

肯定会考)。 二、分析题：《邓论》围绕两大现实问题： 1、

战略性问题。教材的第六章，这是个重点，分析题的可能性

在70%。 2、普遍性问题：经济(一般不会围绕这点出题)、政

治、文化问题。教材的第八章(分析题的可能性20%)、第九

章(分析题的出题率5%)。 教材的第六、八、九章分析题在08

年的可能性要超过95%，是重中之重。 5、《当代世界经济与

政治》复习中,应该主要抓住哪些问题？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

治》复习中，应该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抓住两个方

面考点：基本观点；重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现实中需要关



注国际热点，可以从6个方面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问题： 1、

全球气候变化。 2、朝鲜、伊朗核问题。 3、人权和主权问题

。 4、八国首脑峰会。 5、中国与东盟、非洲国家合作。 6、

上海合作组织。 6、预测一下今年的形势与政策重点问题? 这

个很明确，三个方面： 1、我们党和国家重要方针和政策。

最主要体现在十七大报告，应该在5分左右。 2、一年来国际

、国内重要时事，主要是国际时事。国际时事有两个原则：

一个是当前重大影响事件。一个是和中国国家利益相关的。

3、实际考试的教材理论考点。例如：香港回归十周年，实际

考一国两制的意义。 7、政治经济学部分的计算题应该如何

复习和解答？ 一般来说从两个方面出题： 一个是：教材明确

讲到的公式：货币流通规律；资本循环和周转；平均利润和

生产价值；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一个是：理解和掌握基本

概念，例如相对剩余价值。 8、请常老师介绍一下政治考试

的技巧？ 实力决定技巧。首先强调提高自己的实力。围绕技

巧讲主要是两点：一是遇到任何一个考题，最关键的问题是

找准、找全每道考题涉及的考点，解决了就能轻松考到70分

以上，这是一个前提。 在审题的时候，有个思路，要“步步

为营”，3个步骤：1、先对试题中的问题进行概括和归纳，

明确考的是什么学科什么问题。2、逐步缩小范围，锁定考点

。3、看看是否有所遗漏考点。很多考生缺少第一步。 9、做

政治题有一种特点写一大片不得分，这是什么原因呢？ 尤其

是分析题的根本要求是考点和考题相结合。 要注意避免2种

倾向：一是不写考点，只联系、分析材料和问题，结果是得

很少分或者不得分，没有用到教材考点只是对材料和问题分

析，这个要坚决避免。二是只写考点内容，不结合材料和问



题，结果是不能得高分。因为政治题的评卷原则是“采点给

分”。 要说到经验，分析题2006年、2007年的标准答案都

是400字左右，分析题的字数一定要在400字左右，或者

在300---500字之间，可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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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