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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5_B7_E6_96_87_E4_c73_494597.htm 从总体上讲，08年政治

命题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讲究稳中求变、求新。 “稳”：试

题总体来说紧扣17大精神，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国内外

一些热点问题都结合得比较紧密。注重对基础知识的考察，

基础知识、基本理论考察体现得很鲜明，从整个试题来看难

度说和往年持平，在前面的选择题比去年相对简单一些，分

析题比去年更加灵活，综合性也比较强，应该说有一定的难

度。 “求变、求新”：今年08年试题在新的方面有几个特点

，一是试题涉及了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比如说以前从未考

过的中日关系，今年做了一道大的分析题，另外台湾问题上

也考了一个选择题，这个在以往试题里面都是很少涉及到的

。 比如说中日关系可能很多老师在讲的时候都是作为一个比

较敏感的问题，一般不作为重点来讲，所以做这道题目应该

说出乎很多老师的意料。这可能也反映了考试中心关于反押

题的态度。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二是试题对热点问题、对

新增知识点考察强度比较大。比如说重要的民生问题、医患

关系，这是哲学里面考的一道题目，另外新农村建设、气候

问题。 马哲，相对来说今年的单选和多选的难度，理解性的

东西比往年要下降。像哲学政经，我们以往考试的时候强调

对知识点的一种深度的理解，以及要对它很深入的掌握以后

才能做对答案。今年可能增加了一些实际的部分，相对来说

理解的程度就有所下降，这也是我前面说整个选择题难度比

往年要低一点的最主要原因。 政治经济学和我们现在经济的



政策应该说结合还是非常紧密的，比如说考的像货币政策问

题，这都是我们在前面冲刺阶段都把它作为重点讲过。另外

我再讲一个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个题目可能是出自很多

人的意外了，它考试的时候应该说采取了一个措施，跟我们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材讲义相差很远，没有涉及到我们

课程里面的一些基本知识点，更多就是从纯粹的形势政策的

角度来考。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道题目出的有一点偏离我们所

讲的教材，当然也是表明了我们以后，它可能和以后课程的

改革紧密相关，把一些热点问题，一些形势政策问题直接拿

来做分析考试，可能也反映了这样一个变化。 毛概和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概论，今年的试题比较简单，比我们历

年或者以往命题要简单。 下面主要讲解一下马哲、政治经济

学、当代经济与政治的分析题解题思路。 34题：是一个哲学

题目，今年的哲学题目应该说紧密结合着我们现在的热点问

题，中央比较关注的，主要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跟这个紧

密相关，讲的是一个关于医患关系。从这个里面讲的第一问

是关于医患换位体验活动中蕴含的哲理，我们的哲学题目集

中在两大块，以往考认识论比较多，今年就转向了辩证法的

考察。这里面主要讲的是关于矛盾规律，所以这里面蕴含着

的哲理我个人认为应该包括这几点要注意，一个是我们要答

到关于矛盾，什么叫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主要是通过

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来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是一个概念。

当然你可以把它们的关系也说一下，这里面强调突出的应该

是矛盾的同一性，特别是矛盾同一性里面讲的一种矛盾的转

化。所以医患换位体验蕴含的哲理主要就是关于矛盾的对立

统一，特别是矛盾的同一性，矛盾同一性里面矛盾的转化对



于事物发展的作用。它要求我们能够做到在对立中把握同一

，在同一中把握对立，促进这种矛盾向有利方向的转化，这

是它蕴含的一种哲理。 所以这里我觉得同学要答的话主要包

括这几点，一个是关于矛盾包含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你可以

把这两种概念和它们的关系展开一下，另外重要要提一下就

是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特别是同一性里面矛盾的转化，这样

一个哲理把它写上去。这是关于第一问里面讲的医患换位体

验蕴含的哲学原理。 第二个是讲从人的本质属性来说明为什

么医生不仅要看到人身上的病，更要看到生病的人。这实际

上考的是关于人的本质问题，所以它的综合性比较强，跨度

比较大。从人的本质方面入手，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题目里

面出现的这句话，医生不仅要看到人身上的病，更要看到生

病的人。实际上前面一句话是讲的关于人的自然属性，第二

句话讲的是关于人的社会属性，所以由这个就引入到关于人

的本质属性问题。所以这里面我觉得答题思路首先把这句话

解释一下，其次你要讲一下人的自然属性是什么，它的概念

，人的社会属性概念，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然后找出来人

的本质是社会属性。所以这句话就体现了患者不仅仅是一个

生物体的人，他还需要物理上的治疗，同时还要指出更重要

的这个患者是一个社会的人，所以他需要这种人格的尊重，

所以这里面根本上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我们

医生在看病的时候不仅需要有自身的技术，同时还必须要有

一种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患者的利益作为我们医务工作

的出发点和归属点，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几个点。当然

如果从答题思路方面来讲我觉得主要答这几点就可以了，一

个是先指出来这句话包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然后再指



出来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

我们要讲出来关于医生看病的时候要坚持一种以人为本的理

念，这是几个比较重要的要点，这是第二问。 第三问是比较

灵活的，我们这几年考试的时候都是通过事例，我们工作中

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样的关系，今年考的第三问也是从这样

一个比较灵活的、开放性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第三问讲

如果在现实中遇到类似医患关系的矛盾，按照矛盾的辩证法

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的就是关于我们矛

盾辩证法的一种方法论的意义，这里面我觉得应该注意这几

点，首先我们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重视矛盾对事物发展的

作用，然后再答一下矛盾的同一性，在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

，比如矛盾一方推动另一方的发展获得自己的发展，第二点

，矛盾双方可以吸取对方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得到发展，第三

个，矛盾还可以通过转化使自身获得发展，并规定事物发生

的方向。这是矛盾同一性对事物发展的作用。 矛盾的相互转

化，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处理好这个矛盾双方的关系，我们可

能就能导致这种矛盾的激化，所以我们在现实中遇到这样一

种类似医患关系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妥善地解决它，

我们要注意这种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

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使矛盾向好的方面去进行转化，来防

止矛盾的激化。这是对我们处理类似医患关系矛盾时候应该

采取的一种矛盾的辩证法的思路。 相关链接： 如果具体到答

题思路，我觉得应该答的这几点是比较重要的，首先我们要

答到矛盾同一性对事物发生的作用，特别是要点出来矛盾的

相互转化它的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我们要答到我们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注重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我们要创造条件实现矛盾向好的方面，就是发挥我们的主观

能动性，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进行转化，来避免矛盾的激化。

这是哲学这道分析题主要侧重考察的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也

就是矛盾的规律，涉及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同一性和矛盾转化

的原理。 35题：政治经济学这道题目相对来说要容易一点，

主要是讲的IBM公司的发展，在这种竞争和垄断过程中怎样

发展。 第一问是讲用IBM的案例说明垄断和竞争的关系，所

以这里面应该包含两个层次在答题的时候，第一个层次，要

对这个案例结合垄断和竞争进行一下描述，这是一个.第二个

就是答垄断和竞争的关系.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这道题还是容

易一点。所以你首先描述一下整个IBM公司自己在自由竞争

的基础上是怎样产生的，然后又怎样在计算机行业占据一种

垄断的地位，然后题目里面又说了在这样一种垄断的过程中

又会出现一些新的竞争，又加剧了竞争。所以在这种竞争和

垄断的交替过程中IBM公司在不断发展。你回应一下题目，

把这个语言组织一下，然后就可以结合我们讲义里面讲的关

于资本主义垄断和竞争的关系，把这个说清楚就比较好办了

。 第二个，从IBM公司的发展过程总结一下垄断资本条件下

竞争的新特点，这里面也是考两个层次，一个层次也是对这

个材料进行回应，也是应该要把IBM公司的发展过程用一两

句话概括一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知识点拿上去，就

是垄断资本条件下竞争的新特点，这个新特点也是我们的教

材和讲义里面说的很清楚的，总共有五个特点。这是这道题

目的答题基本思路。所以我觉得政治经济学这道题目相对来

说容易一点。 下面再讲一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世界

经济与政治这道题目和我们的教材结合的是比较远的，和形



势与政策结合的非常紧密，主要讲的是一个中日关系。第一

问讲的是中日两国战略互换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这个基

本精神应该说是一个形势与政策的题目，主要就是我们要知

道中日的战略互惠关系它的内涵，它的基本精神，当然你在

答题的时候要稍微对这个题目用那么一句话概括一下，然后

再回到主题。这是第一问答题思路。 第二问是关于温家宝用

日本的一句谚语来形容中日关系的寓意，要求你对这句话展

开进行分析。回答这个也是，我们首先解释一下这句话，就

是尽管中日关系经受了一些考验，这是对它的一个解释，第

二句话是表明虽然中日关系有一些影响它发展的不利因素，

有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但是中日关系的根基不会动摇，然

后后面对这两句话进行一下展开，展开的话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要展开尽管风在呼啸，那么这个风主要指的什么

东西，所以说要把影响中日关系这种发展的曲折性，这些不

利的因素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比如说特别是结合这个材料主

要讲的是日本对于历史的态度问题，对于战争的认错问题，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其他的比如说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可能

还涉及一些对台问题，这些都可能影响到中国和日本经济的

发展。这是把它的原因展开。 第二个是讲山却不会动摇，就

是说虽然面临一些不好的因素，但是中日关系它根基是不可

动摇的，它的原因又是什么?比如说中国日本都是亚洲，是世

界上比较重要的一些国家，中日关系本身对世界的和平发展

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比如说中日关系现在的经济相互

依存关系越来越加深，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两

国在亚洲这个区域地区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

一些比如说中日的民间交流也非常活跃，所以这些都是影响



到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积极的因素。所以在这个条件下中日

关系虽然有一些考验，有一些不利的因素，但是我们还是对

中日关系抱着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

代代流芳下去，我们要严格恪守我们讲的中日关系的三个政

策文件，对一些问题进行对话、磋商，妥善解决这些分歧，

来实现加强相互了解，致力于发展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

系。这是第二问要注意的几个要点。 38题：选做题Ⅱ 讲的是

环境问题，他给了很多材料，给了一个西方对我们中国所谓

的中国气候威胁论，另外还讲了我们中国对环境问题上做了

一些事情，在这个材料上第一问也是涉及到哲学方面的一个

问题，就是说气候变化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理解自然环境在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有何启示，这还是保持了以往的选择题第一

问考哲学的传统。 这里面主要讲的就是关于自然环境对于社

会发展的作用，哲学里面讲了自然环境，先解释一下它的概

念，它对社会发展能够起到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所以这个

基础上要引入一个所谓关于人和自然协和发展的一个问题。

所以对于自然环境我们应该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对

自然的开发要保持一种适度的原则，要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应该以破坏自然环境作为代价

，所以要充分重视自然在社会发展中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启示。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是关于平息中

国气候威胁论，并指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选择。

这里面首先我们要平息一下所谓对中国提出的中国气候威胁

论，这些我们认为首先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是对中国的一

个诬蔑，我们可以讲一下原因。我们讲出这个原因以后反击

这样一种气候威胁论，还要指出来这种气候威胁论它们的实



质到底是什么，这种气候威胁论的实质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

这种思想的延伸，仍然是以垄断的思维看待中国的发展，目

的还是用这个来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这是关于气候威胁论

。 第二个讲的是关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当然我

们首先要回答一个战略选择，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

择。在这种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我们现在要注重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把气候问题，我们认为归根到底是一个发展问题，所

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一个适应可持

续发展框架的这样一种生产和消费模式，来从根本上应对这

种气候问题的变化。下面我们可以指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上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说我们推进技术创新，比

如我们现在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保护，我们实行计划生

育，减缓人口增长，整个在处理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里面共

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这一问，这里面关键就是答这几个问

题，一个就是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生态文明，这是一

个政治上面的，第二个，我们要注意一下具体的措施，具体

措施胡锦涛的讲话都有，另外稍微提一下关于和谐世界，因

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气候的这种全球性经济问题，解决

它也有利于构建我们和谐世界的，这一问我觉得同学在答题

的时候要注意。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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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