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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4/2021_2022__E3_80_80_E

8_80_83_E7_A0_94_E6_c73_494581.htm 在政治课中，马克思主

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属于基础学科，毛泽东思想概论及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属于应用学科，当代世

界经济与政治和形势与政策属于对时事热点的把握。对不同

的学科，应该有不同的复习方法，对症下药，各个击破。 1.

基础学科 掌握基本知识。通过研究历年的考题可以发现，基

础学科考查的不是对概念的单纯记忆，而是要求考生根据原

理、概念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进行判断分析。因此对于基础

学科采取简单死记硬背的复习方法是行不通的。政治理论课

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有自己的学科概念、基本原理以及计算

公式，我们要真正弄清其含义，吃透其本质，理解其原理，

掌握其公式，然后将其背得滚瓜烂熟，这样，不管遇到什么

样的题目，做起来都会得心应手的，也才能真正用其解决实

际问题。 注意点、线、面的结合。所谓点，就是基本的观点

、原理和范畴；所谓线，就是一章内容的联系；所谓面就是

整个学科的内在联系。复习过程中要学会纲举目张，一连一

串，使考查的内容了然于胸。例如在复习到马哲的各种理论

时，下面的概念要联系起来记：能动反映论与机械反映论，

宿命论与唯意志论，反映论与先验论，唯理论与经验论，决

定论、非决定论与机械决定论。将这些概念放在一起，搞清

楚了各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之间的异同、易混淆的地方之后

，不但容易记忆，而且效果好，在考试的时候又能灵活运用

，自如应付。 2.应用学科 应用学科的复习与基础学科的复习



不太相同。应用学科的知识点非常分散，而且相互之间没有

逻辑的联系，但它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寻的。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革命史有许多相互覆盖的地方，因此复习时要以史为线索

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活的灵魂。要特别注意毛泽东

发表的几篇著名的文章，这是毛泽东思想概论中每年必考的

知识点。对这些文章没有必要把全都看一遍，但是要知道每

一篇文章的基本要点，而这又是一般的参考书很少提及的，

这就要求考生自己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的知识脉络图来加强

理解和记忆。 对邓小平理论的复习要特别注意当年发生国内

外大事，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很快

，新内容和新经验多，所以历届考试中这部分的内容修订最

多，而这些新修订后增加的知识点命题的机会也最多，有时

甚至是当年的论述题或材料题的考查内容。考生在复习这些

内容时，既要搞清楚基本的知识点，又要联系当年发生的大

事件，考生在复习备考时要针对热点问题搞清考点，理清思

路，总结出几个要点，考场上可根据真题的题型联系自己复

习时所总结的要点，再临场发挥，回答考题。 3.时事热点 当

代世界经济与整治在试卷中常以选做题的形式进行考核。鉴

于本门课程知识杂乱、涉及面广、变化性强的特点，复习时

将前三章作为重点即可，后面几章可以不复习，因为最新的

内容往往出现在形势与政策中，常以时事政治的形式考查。

所以，对这门课程，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不需要记忆细节性

的东西，只要理清大致的脉络，然后结合形势与政策，重点

记忆和掌握有限的热点考点即可。 形势与政策一般不要花很

多时间，10月份以后市场上会有很多关于时政、热点问题的

小册子，可以有鉴别地买一本来看。也可以参加由文都教育



在11月份举办的“考研政治形势与政策报告会”，以把握重

点。从历年试题分析可知，中央最新政策与措施、最高领导

人的重要讲话、关键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新提法都属于考查

的重点，而全会精神则是重中之重；国际时事中，一般与美

国、日本有关，特别是涉及到中美两国的重大国际事件和问

题也常考，而且容易作为分析题的材料来考；另外，对于中

国或者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有着重大历史或者现实

意义的事件也是主要的试题命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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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