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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0_8D_E5_B8_88_E5_c73_494599.htm 主持人：各位网友，

大家好！欢迎关注腾讯教育频道，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的

是导航领航教育集团的梁峰老师还有徐之明老师作客腾讯教

育还有考试吧联合举办的政治访谈，先请两位老师介绍一下

。 徐之明：同学们辛苦！祝贺大家通过考研第一天的考试，

精神压力也可以得到释放。 梁峰：各位网友，同学们，大家

好！今天我和徐之明老师前来利用腾讯给的这个机会，及时

为同学们进行考试点评，同学们可以及时上网通过我和徐老

师的点评来勘测一下自己考试成绩的情况。 主持人：现在政

治考试已经结束了，两位老师也拿了试卷，两位老师拿了试

卷以后，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政治考试的特点。 考试吧主

持人在腾讯访谈室与名师徐之明、粱峰徐之明：今年总的试

卷我的总的印象是中规中矩，四平八稳，难度下降，存在不

足。中规中矩，四平八稳说明今年的题目一方面是紧扣大纲

，没有新、难的题。另外说明今年的卷子没有什么新意，比

较中庸，符合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奇绝，也不怪。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难度下降，这是跟我们去年相比。去年我

们有几个客观题是最难的，最难的是0.075，今年我看了一下

，可能不会出现这种特别难的题，和去年相比难度有所下降

。尤其是形势与政策这个部分。去年10分有8分都是理解与变

化，今年基本上是记忆性的题。材料和所问脱节，另外还有

去年我指出的问题，材料里面包含了这个题的答案，这是不

足的，这是一个总的评价。 主持人：梁老师对今年的试卷有



什么评价呢？ 梁峰：我就四个字，如我所料，因为相对固定

的命题组的老师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考试的特点和套路。这次

我们导航老师在全国各地的讲学中，虽然很多题目不是一模

一样的命中，但是考点和相关的重点在冲刺班都讲到了，同

学们可以上网或者去各个辅导班看我们的讲义，可以对照看

得出来，题目不是一模一样，但是重点考点都在里面。 主持

人：现在考生可能更多的关心是考试的答案是什么样的，首

先徐老师先就形势政策以及当代部分进行一些点评分析。 徐

之明：我们先讲一下客观题，政经我们总共考了21分，其中

单项选择题是三道，不定项选择题有四道，比我们考纲的要

求多了一份，这跟去年的题是一样的。政经考的三道单项选

择题是五六七这三道，在11分的单项选择题里面，难度比去

年容易得多。除了第五、第六有点转弯，其他的四道题基本

上是记忆的。第五道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中的价值分析，把劳动雇佣关系分为，正确答案是D，这

个题有小小的转弯，马克思把劳动雇佣关系分为必要劳动时

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这个题有点小转弯，A、B、C的干扰项

变得很逼真，如果同学们背得不是很精确的情况下，一看干

扰项容易晕掉，而把正确答案放在第四个，看完前面三个，

脑袋就比较糊涂了。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

要劳动时间是和剩余劳动时间是这个题就可以答出来。 第二

是一个公式，两个步骤，一个公式就是考土地价格等于地租

比上银行存款利息率，就是这个公式，要靠两个步骤，第一

个步骤，通过他给出的地租是200万或土地价格4000万这两个

量，求出银行的存款利息率，另外在利用求出的存款利息率

和给出地租300万这个量，再求出另外一个新的土地价格。这



个答案是B。 第七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过程当

中，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答案

是A。 主持人：这两年政治部分出的计算题，去年出到了，

今年也出到了。 徐之明：去年空了一年，今年又卷土重来。

这个有点理解，有些同学把它叫做计算题，简单叫数字型案

例题。 单项选择题的部分也是考了三个题，就是我们的14

、15、16，考了这么三个题，13题应该是邓论的。14题正确

答案是A，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去年考了一个不定项选择题，今年考了一个局部。15题就是

原话了，我国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正确答案是B，要快

速发展。16题，新加入欧盟的是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

尼亚，这个都是背住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主持人：今

年的形势政策有什么特点吗？ 徐之明：跟去年很大不同，形

势政治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记忆型的题，第二是理解型的

题目，记忆型的题去年走了一个极端，三道，有的答案是走

火入魔。大家的非议比较多，今年就比较老实了，回到了我

们常态的状况。就是我们对一些时事的一些了解，这个题是

这样的。 梁老师先讲一下单选。 梁峰：我就继徐老师之后给

同学们介绍一下剩余部分的单选题，另外我简单点评一下考

点。单选第1、2、3、4，第1题答案是D，考察了马哲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的唯物主义以往哲学的根本区别，A

、B、C、D都是正确表述，这里面只能选一个，是D，是贯

彻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实践的观点。 第二题来自

第二章的观点，这里时间具有C，相对性，随着空间运动速

度的改变，时间也会发生改变。第三题考点就是来自马哲第

二章，也是实践的特点。实践高于理论是因为实践具有什么



性？实践具有的是跟考点相关的就是D，因为实践具有直接

现实性。第四题来自马哲第六章，文化，直接看到A、B、C

、D都是正确的，同学们从题干可以看出来，文化对人的作

用，所以答案是A，文化塑造、培育人。我再谈一下马政经

之后的毛概。咱们老师在冲刺班、辅导班都有讲过的，我们

看一下第8题，考到孙中山先生的一个思想，平均地权借之资

本属于是C，民生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第9题是关于三

湾改编，这一句话确定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答案是A。第10

题考到毛概第四章，三大改造，关于三大改造的经验和方式

，手工业改造的方式就是什么呢？答案是D，合作化。A、B

、C都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式。11题答案是社会主义

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非常简

单的知识点。答案是C。第12题，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三个

统一是什么呢？答案是B，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别的都是干

扰项，这个知识点也比较简单，也是来自于邓三的第八章得

非常清晰的考点，大纲的原文。第13题，这里体现了执政理

念，同学们一看这个提纲就看得出来，节假日制度，咱们共

产党提出执政方式的转变，三个执政，今年胡锦涛同志包括

从去年提出来执政方式的转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

执政，肯定是A、B、C里面选一个，单选答案是选C。 主持

人：现在单选这部分两位老师觉得今年和以前有一些什么变

化呢？在命题上有什么变化呢？ 徐之明：简单、规范。 主持

人：还是一直保持原来的那种。 徐之明：比去年要简单了。 

梁峰：我估计同学们正常水平15分可以考到12分左右。 徐之

明：B型的题明显多。包括13题如果要考不定项选择题的话也

可以，也是抽样调查，这个题有点点小疑问。 主持人：第二



部分多选题一直是考生的一个难点，比较弱的地方，我们就

这部分进行一些点评。先请徐老师来。 徐之明：多选题我们

的政经部分是考了四道题，就是21、22、23、24，有一点是

我跟主持人的看法不一样，不定项选择题这几年并不难，最

难的时候是2001年，大概三道题里面错两道，对一道。之后

这个题难度系数就降低了，所以这个题这几年看，今年我看

基本上都是记忆型的，而且都是考一些大家都背住就能得分

的点了。第一个点就是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按部门劳动

生产率提高时的后果。我们这里说劳动生产率分为部门劳动

生产率和企业劳动生产率，他们提高的后果对于商品的单位

时间的价值量，单位产品的价值量和单位时间的价值量是不

一样的。这个题我当时也是编了一个口诀，社会劳动生产时

的提高单时使、单品价，上中下一对就是A、B。 第二个题是

通过对社会资本简单过程的交换分析可以看出，这是同学们

非常恐怖的社会资本运动，这里面我们以前爱考那几个公式

，今年这几个地方考得出乎意料的是不考公式的结论，而考

一个公式的推导过程。这部分我是有一个课件挂到博客上，

答案是A、B、C。这个题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同学们比较

恐怖，也不太爱学，这个对同学们有点杀伤力。第三个题是

国家对经济的一个干预，我画了一个逻辑图，分为直接管理

，间接管理。间接管理里边有财政政策，有货币政策，这里

边考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调整利率，

提高利息率，第二是国家对市场的一个干预，正确答案是A

、B、D。这是一个正确答案。C物价补贴是我们计划经济的

东西。这里边也是在里边画了一个逻辑图。第24个题是为了

完成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基于，这个题我



认为答案是B、C。A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答案，各种生产要素

都能够创造价值，是不对的。我们是可变资本能够创造，生

产资料是不能创造的。D各种生产要素都具有价值，这个选

项也是有疑问的，各种生产要素里面成为商品的那部分具有

价值。非商品那部分就没有价值，而且D选项跟题干也没有

关系，正确答案是B、C，这是政经的四个题的点评，总的来

说都是属于记忆型的题目。形势与政策在不定项选题里面考

了31、32和33，31是2005年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

出几点意见，是A、B、C、D。另外是十七大报告，这个大

家也都背得很熟的，当时也是圈圈点点，今年没有什么理解

、变化，这是关于不定项选择题。 相关链接： 2008年考研试

题答案及名师解析汇总专题2008年考研试题答案（英语、政

治、数学）汇总 2008年考研试题答案名师解析汇总2008考研

查分、复试分数线、调剂信息发布预告 主持人：剩下的部分

再给我们点评一下。 粱峰教授梁峰：第17题考的是人与自然

的辩证关系，这个考点在马哲第二章和第五章都谈到，而且

我记得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这个选项A这个原话来自

考题上的原话，在我们05年的题目都考过，我们细心对一下

，05年的题目说是在一次国家大型的科举展上别具匠心的设

计，A的选项在05年的那个题目的原话中都出现过。这个考点

和出题方式和选项的表述都是我们历史上考过的。我跟大家

承诺过一定会有惊喜，这个题目答案很简单，而且同学们再

运用一下我教大家的一种做题方法，你这个材料包括漫画看

不懂直接看选项，对的表达你选，错的表达你不选。近十年

马哲的多选题从来没有出过意外，A、B、C、D表述正确的

是A、B是对的，A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来自人的不恰当



的实践方式。A、C在第19题同学们注意把这个话理解一下，

这个题目我这几年出得比较活一点，一个英国作家这样说，

一个除了书本以外一无所知的纯粹学者，必然对于书本也是

无知的。你不仅把这个题干搞懂，选项A、B、C、D你还知

道是什么意思。这是能力题。我们仔细琢磨一下这句话说的

什么意思呢？理论知识你知道，但是除此之外你一无所知，

你没有任何实践知识，这等于是你的理性认识就成了无本之

木，无源之水。这来自于第四章认识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

识的辩证关系，理论知识，书本属于理性认识，而书本以外

，人们的认识还包括感性认识，核心考点感性和理性的辩证

关系，这个我在我们冲刺班、点题班这个材料中都反复讲到

了。所以这个题目你知道题干是这个意思，另外同学们还要

看清楚A、B、C、D到底什么意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尤其强调不仅理性知识重要，而且感性知识也

很重要的，这个题目还是有点难度的。现在的答案是A、B

、D，强调书本理性知识重要，还有感性知识重要。C为什么

不选呢？就是说，这里强调的是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而言，

他的重要性。而这个题干一直强调理性认识不重要，感性认

识重要。这道题目下面的A、B、C、D都可以列为备选，因

为都是讲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我仔细琢磨的话

，应该是A、B、D。 主持人：从广义上来讲可以全选。 梁峰

：深究作者的原话答案应该是A、B、D。19题，这道题目也

是刚刚徐老师提到的，特别考能力，首先你要知道，辩证法

、认识论、认识观本质上一直，一直是他们共同贯彻着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观点。所以跟这个实践观点相关的就是

人们的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答案是B和C，B是直接的原理



里面的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C是实践与认识的观点贯彻

到群众中去。我们在理论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

际工作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A和D是干扰项，答案

是B、C。 徐之明：A干嘛不对？ 梁峰：因为我理解这里主要

是强调实践的观点。 徐之明：辩证法、认识论、认识观三点

体现着一致性。我是从旁观者角度来讲，个别、一般、个别

，我也是备选。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毛概的，不是哲学的

范畴了。个别、一般、个别，要是我是考生的话，我就是想

选。 梁峰：徐老师给出的答案是A、B、C，那就给B、C吧！

第20题非常明显，这个考点也是梁老师点中的，就在原话里

面。交往必考，为什么？马哲今年两个新增考点，一个是社

会积极理论，一个是交往理论，这是必考的。交往的作用，

正好是我们的A、B、C、D全选。 我们看马政经之后是毛概

，毛概25题，对毛泽东思想做出系统、概括的阐述是两个文

献，一是刘少奇七大关于修改党政的报告，一个是文革之

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报告，答案是B、D。毛概里面非

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考一个观点问来自什么著作，这是最典

型的，所以大家一直在网上挂着一篇文章是毛泽东思想发展

的四个历史阶段，每个著作里面列下了观点，让大家看了一

目了然，这是我给同学们倾情奉献的毛概复习的内容。 毛概

第三章第四节考的党的经济纲领，命题老师特别容易考党对

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方针和演变，06年当时考到了建国初

期对富农政策是怎么样，那是限制富农，保存富农经济，还

是这个点。这个考的角度不一样，是谈到对富农性质的判定

，答案应该是A、B、D，C为什么不讲？C讲的是地主阶级

。A、B、D根据我所知道的应该是关于富农的一个判定。 27



题，来自毛概的第六章，第六章只能考选择题，零零散散的

选择题，关于建国之后毛泽东提出的外交方针，其实这个知

识点在我们经济与政治里面提到，刚刚建国的时候，答案

是A、B、D，对于反霸为什么不选呢？反霸是毛泽东70年代

提出的观点。答案是A、B、D。这是小知识点，但是在我们

老师的讲课中都要谈到。 徐之明：这是送分的题，这是毛概

有，邓论有，政经也有。 梁峰：同学们看到，有印象，就能

选对它。刚才我们徐老师讲的马政经，这10道选择题，马政

经是最难的，毛概和邓三是个别记忆性的，马政经都是要理

解，你根本记不住，最典型的就是刚才徐老师讲的这种计算

题，叫数字型案例题。 徐之明：今年这个哲学也是有点难度

。 梁峰：马政经的数字案例题你必须理解的，而且抓不到要

点。把这个课讲好，同学们掌握好，这也体现了同学们的能

力和水平，也体现了你的水平的问题。像徐老师教的题肯定

都没有问题。我们看28、29、30，这是属于邓三。它经常爱

用到时事，然后以记忆为主，兼加一些理解。科学发展观必

须坚持答案是A、B、C、D。一句经典原话，不仅在邓三里

面有，基本要求是C，根据方法是统筹兼顾，背下来正好是A

、B、C、D。 29题，共产党坚持的思想路线，答案是A然后

是C，D，B是不选的，B是没有这个提法。为什么选A、C

、D呢？A是邓小平那个时代提出来的，然后B是江泽民提出

来的，三个代表，D是科学发展观。我给大家讲，我们刚开

始学的是马恩、毛概，后来是邓、江、胡，这个题目设计有

点新意，这个题是送分题，B没有这个提法就删除掉。30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是A、B、C。 主持人：今年50分多选应

该保持在多少分才能过线呢？ 徐之明：我觉得今年相对高，



哲学有两个比较难的。政经有两个比较难的以外，其他的都

是记忆性的。 主持人：应该保持在多少分左右？ 徐之明：35

分左右。 梁峰：我们看学生掌握的水平，徐老师我们作为老

师我们觉得很容易。每年得分数总分是59、60分上下，我的

判定是不管题目怎么出，同学们能够保持30分以上没有问题

了。而且最核心的是多选题，同学们17道题目34分，同学们

能考30分以上那相当不错，能做对24分以上，那是不错的。

做对一半，考60分问题不大，因为大题有一些得分诀窍，只

要写满就能拿分的，拉开差距的就是多选题，多选题出现概

率很高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马哲还有马政经。基本上

过60分没有问题，但是16分以下的就比较悬了，34分做对10

分以下的可能就是50分以下了，就过不了线了。通过听徐老

师和我的点评，你算一算你的多选题能得多少分，你就能估

计大概能得多少分了。多选题是关键了，就像我们英语里面

的阅读理解一样，它的重要性和概率是一样的。 主持人：34

题是讲一个哲学问题，跟医疗方面有关系，请两位老师给大

家分析一下。 梁峰：这道题目首先出题方式也在我给大家圈

定的范围内，马哲的出题用到的材料，材料有三类，最多的

一类是历史典故，第二类是科学事例。第三类是社会现实事

例。今年是生活中一个社会现实事例。咱们马哲从来不有什

么党的大政方针，马哲的老师相对比较学术性，他们不爱用

党的文件，就用社会比较常见的，国家大型的科普展，别具

匠心的设计。 主持人：前两年都是考典故的吧？ 徐之明：我

们的分析题有两类，一类是政治理论，有的是政治性比较强

，有的是理论性比较强，一般来讲，哲学和毛概是倾向于理

论性，从学术的角度上。像我们政经、邓论比较紧跟。 主持



人：第一是反映了材料里面何种哲理。 梁峰：同学们把这个

材料简单一看，就说的是我们国家的医患关系以及换位思考

，体现医生、大夫怎么关心。第一问，医患换位体验包含着

什么哲理。第一是马哲第四章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医生的体

验必须来自实践，为什么医生去当一回患者，有了直接的实

践经验，他才会有切身的体会。第一要写到马哲第四章，实

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动力和检验标

准。这里强调的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医生对于患者的体会

重在换位思考，一换位获得了直接经验。 另外还有来自马哲

第三章，全面的看问题的观点，对待医患关系，既要从医生

的角度去看，也要从患者的角度去看，如果一个医生既能从

医生的角度看问题，也能从患者的角度看问题，那就能得到

辩证法的全面的观点。 主持人：如果他们只答对一个方面。 

徐之明：它说是蕴含了何种，如果说蕴含了哪些，哪些就是

几个，我写了两个里面，包含这个标准答案也能得分。 主持

人：比方说他的答案是实践这一部分，如果是从另外一个角

度写那个会不会？ 徐之明：那可能就不踩点了。这个题目就

是对知识点提问。这个主要是考能力，你要知道它是哪个原

理。 主持人：会不会出现一些争议的情况？ 梁峰：争议不会

太大。一个是靠我们的能力，二也靠我们抓。我跟大家讲了

，整个马哲能出大题的就那么几个。你谈到医生这个，第四

章有什么原理，写上就可以了。一个是刚刚徐老师提到的，

你水平要高，另外一方面，梁老师冲刺班点题板讲到了，每

考大题的点就这么几个，这几个才能出大题，一搜索，一百

度一下知道有这么几个就写上去。刚才徐老师讲的何种，你

写一个就对，如果一个你把握不好，你多写几个，老师也不



会扣你分。 人的本质属性这个来自马哲第七章，这个同学们

反复叮嘱过，这个必考，老师们特别爱考这个。命题组的老

师特别爱出这个题目，连续考过。过去04、05、06年连续考

到选择题，今年考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属性就是人的社会

性。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这是来自马哲第七章。 还

有矛盾辩证法，辩证法，医患关系，一个可以提一下，辩证

法全面的看问题，但是这里提到矛盾规律，医患关系是矛盾

的双方，矛盾规律四大原理，考得最多的是矛盾的统一性和

斗争性，医患是矛盾的双方，良方既有斗争性又具有统一性

，相互依存。像核心的理念，这个题目设计得不错。而且符

合这几年咱们整个考研政治答题的方向，通常问到两个以上

问题，考到两个以上的跨章、跨节考点。第一问考第四章，

认识论部分。第二问包括辩论法。第二问考人的社会历史观

，第三考矛盾规律。这个题目出得不错，而且提一下，这三

个考点都在我的点题班里面提过。只不过是材料不一样。 相

关链接： 2008年考研试题答案及名师解析汇总专题2008年考

研试题答案（英语、政治、数学）汇总 2008年考研试题答案

名师解析汇总2008考研查分、复试分数线、调剂信息发布预

告 主持人：我们看一下35题，这个好象也是一个常考的知识

点。 徐之明教授徐之明：这个题我的感觉是命的质量跟哲学

的题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首先第一，这个题考的知识点很

单一。第二，我们政经都是要紧跟形势，是社会主义部分，

但是现在考了资本主义部分，这个有点冷门了。第三一点，

我们下面设定的提问跟所给出的材料没有关系。 梁峰：跟去

年的题一样，去年的题目跟今年的题目有共同的特点，把一

道材料分析题变成一道简答题，你不用看这个材料，直接看



选项，直接看问题就答。 徐之明：从某种意义上没有显示出

材料分析题，也没有区分，我觉得这个题跟哲学那个题相比

的话，只能说命题的这个同事比较偷懒。答案是很明确的，

说明垄断跟竞争的关系，前面都不用答，就答垄断跟竞争的

关系，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叫自由竞争阶

段，一个叫做垄断阶段。自由竞争特点就是竞争，帝国主义

核心就是垄断，垄断和竞争什么关系？垄断不能消灭竞争，

为什么？因为垄断和竞争产生的根源是一样的，都是商品经

济，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就存在竞争，也存在垄断，他们是相

互依存的。第二点就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总结垄断资本

主义条件下竞争的特点，你都不用看后面，没有消灭竞争，

但是改变了竞争，竞争的目的不一样，竞争的手段不一样，

竞争的范围不一样，竞争的烈度不一样。这是纯记忆性的。

这个题我的看法是不是很有区分度。 梁峰：没想到他会考大

题。我跟徐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押它为选择题。 徐之明：我的

看法就是没有区分度。 梁峰：这个题目出得不好。 徐之明：

不是一个动脑子的一个人，没动脑子。 主持人：36题是一个

毛概的，请梁老师分析一下。 梁峰：这道题目出得可以的，

首先就是说，这里典型的毛概的出题特点，用到一个历史背

景，用到毛泽东的著作或者是一段讲话，让你提出相应的历

史背景是什么，相应的毛泽东同志或者是毛泽东思想的正确

观点是什么。这是比较典型的毛概这门功课的大题的出题特

点，用到的是毛泽东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谈到了回顾咱们

中共的革命历史。同学们关注一下材料最后一句话，谈到的

是，没有充分经验，过去我们一直一股脑的闹革命，最后一

句话，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搞清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毛



泽东的讲话是回顾过去，一直讲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讲到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我们党经历了长期的过程。这个考点

首先第一问问到的是回顾在民主革命时期，准确的说是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艰难但是成功的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要

说明什么问题，我们首先把观点提出来，考点，新民主主义

的革命理论，准确的说来自第二章，党对于革命的阶段的认

识。咱们党在不同的革命时期要认识革命的性质，认识当时

的历史背景。要认识党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

革命是什么性质，什么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谈到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的知识点，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怎么样，性质是什么，革命对象是谁，领导者是谁，第

二章的第二节。另外可以再谈一下，党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

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体现党在这个革命过程中

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这是来自第二章。 第二问，在今天我

们如何看待这个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艰苦探索，毛泽

东那一代，第一代领导人，这个来自毛概里面一个非常清晰

的知识点，毛概的第五章的第五节。这是去年新增考点，去

年没有考到，今年作为大题的一个部分考到了。这个知识点

我们老师也抓过，这个不难，你简单背一遍就可以了。包括

几个方面，具体有什么品格上，创新精神上还有一些内容上

为后来的探索而做出了铺垫性，建设性的作用，这个比较简

单。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来自第五章。首先出题典型的是

如我们所料的，毛概的出题特点，其次也是考到两个以上的

跨章，第二章和第五章的考点，而且考点在我的冲刺班都讲

过了。 主持人：37题是一个农村改革的一个问题。 梁峰：第

一问，结合历史进程说明过去一些农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为什么？强调写什么考点，咱们党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就

是说，我们党下大力气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以及党看到它的重要意义。这个题目的考点就来自邓三的第

六章，第四节。这个题目我原题在点题班讲义中，邓三有四

道大题，有一道大题一模一样，照背就可以了，这个题目一

般是点题班原题命中，这个题目老师们特别爱看。 第二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途径，这个也抓到了，这个题目的核心考

点是三农。同学们只要照我的点题班讲义背了写了就行。你

要给出的答案是最经典的，来自我们十七大报告的原话，最

新的表述。当然很多老师讲课都提到了，这个没有什么悬念

的。 徐之明：建设新农村，第一个问农民为什么过去想都不

敢想，就是因为我们党的政策方针重视这个问题了。后面是

建设新农村的途径，这是一个记忆性的题。 梁峰：同学们听

我的课的都记得，邓三有一种典型的处理方法，问到材料，

一般问到什么问题，上面材料反映什么问题，第二问，这个

问题的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最后可能问到怎么解决。 

我给大家归纳了一个邓三大题的出题套路和答题逃路，就是

这个套路。这是我们归纳出来的明显的邓三的出题套路。问

到材料中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怎么解

决。 主持人：我们看最后的两个选做题，第一个是考了中日

关系的问题。 徐之明：最后是两个题，有的考生经常问，两

个题目到底选哪个，选哪个先别预测。先看看题再说，我看

完题之后，我的判断是今年第二个题容易。第一个题相对来

讲同学们比较麻烦。 第一个题我们是按照考纲的要求是贴考

纲的，但是它不是我们考纲的题，更像我们当年的形势政治

。因为他给了一共两段材料，设定了两个提问，一个是中日



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讲讲大国关系，为什么深入调整，这个

点不踩点，战略互惠关系这是一个记忆性的，就是我们胡锦

涛讲过，温家宝讲过，这个题同学们可能答起来有点吃力，

但是这个题在分析题里面分为三大类，第一叫做看图说话型

。第二叫做选知识点提问。第三叫做引知识点提问。这个题

应该说是看图说话，什么叫做战略互惠，第一是战略，长期

的，根本的全局的战略。第二什么是互惠。我们材料里面有

一句话，把它抄下来，这就得分了。比如说战略互惠的基本

精神。第一以中日双方之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约友好

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规定的各项原则为基础，按照双赢。如

果不够的话，再把第八章的原则写一写。它有一些基本的沉

淀性的东西，这个东西等于是考了时事的东西。拿出来考一

个不定项选择题更好，中日之间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有

。 第二，分析温家宝总理分析中日关系，第一是我们中日两

国的关系就像山一样不能移动，为什么？因为中日两国一衣

带水，有很好的合作历史，当前我们两国人民有合作的意愿

，这些是不能动摇的。 第二，我们中国关系里面存在好多问

题，像风一样，有好多靖国神社问题还有东海问题。第三既

有合作的基础又有一些干扰，但合作是根本性的。矛盾是次

要的，总结成三个。这个问题就是从里边抄出来的题，我的

看法就是会抄就得分，也没什么。 梁峰：所以同学们要运用

徐老师和我在课堂上讲的特点，用材料说话，并把材料重新

整理一下，抄上去就能得分。 徐之明：这道题是会抄就得分

。 梁峰：如果同学们愿意的话，想写一点原理的话，可以写

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大国关系，你愿意写上去的话，可以写

的，体现大国关系，中日两国大国关系。第二个，经济因素



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中日两国为什么风在小，山不动。第二

可以简单提一下，经济全球化使得中日关系怎么样。第三可

以重点提一下，第四可以提一下当代的观点。 徐之明：第一

个题目不要这么问，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什

么，利用有关原理来论述为什么中日两国需要建立战略互惠

关系，依据和意义是什么？就可以讲你那些了。但是他就问

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他不问为什么要有这个精神或

者是它的意义。 梁峰：题目设计得不好，他给的答案是照你

这个意思出答案，那题目就得不到高分了。 徐之明：第二个

题出的思路跟第一个是一样的，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材

料里面就包含了答案。比方说第一问，上述材料中所反映的

气候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理解自然环境在社会中的作用有何

启示。这是我们哲学里面的知识点，显知识点提问。第二个

提问，平息中国气候威胁论并指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

选择，这是两个问。但很糟糕的是这两个问的答案材料里面

得给出来了。平息中国气候威胁论，也就是我们材料三。为

什么他们对中国气候威胁论是错误的，这在告诉你们国家发

改委马凯的批驳。第三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材

料三的第二段话就给出你了。命最后一个题的是同一伙人，

都是学术水平比较低的一伙人。 主持人：现在试卷整体的分

析已经结束了。 最后我们请两位老师总结一下吧！ 徐之明：

整个今年的题目应该说还是比去年更容易了一些。我看每一

个题里面不会再出现像去年这样难度系数比较高的题，今年

应该说绝大部分同学都还能做出，除了几个题。得分比较少

的也不会差距非常大，等于说今年还是考基本功的扎实，我

也说，我们整个考研政治还是回归到比较平稳、稳健的状态



，所以大家还是全面复习，该背的东西早背，该理解的东西

在熟能生巧的情况下理解。 梁峰：我还是想给各位同学们强

调我们复习的最重要的六个字，抓重点和抓方法。首先重点

仍然是不知所料的，包括在我们老师们平常的讲课以及在冲

刺班、点题班抓的重点。很多题目我也非常欣慰，我抓到了

，但是题目不是一模一样的，考点是一样的。同学们只要在

平时的复习中打下较好的基础，在冲刺班、点题班中把题目

背一背，这个题目都能做出来的，我们把握了自身的基础。

抓方法。刚才我跟徐老师分析的，马哲、政经、当代题目包

括解析都有相应的技巧。还有看图说话，你牢牢把握了题目

出题的方法，相应我们解题的方法，我们也就尽量能够得到

高分，所以说这是得高分的关键。抓重点是基础，另外一点

还要抓方法，你掌握到了，不一定能够选对，大题你不一定

能够写出来，写出来让阅卷者给高分的冲动，还要靠抓方法

，选择题我能够提高选中的概率，很多方法能够帮助你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有的方法能够更加有条不紊，思路清晰的

把你的要点展现出来。你有一个方法更好的把材料阐述出来

，卷面整洁、条理清晰，这样阅卷者在高度紧张的阅卷过程

当中，他会给你有高分的冲动。否则的话，你只是一堆上去

，或者是乱七八糟的都不行。不管是过去考完的学生还是未

来有志于考研的学子都牢牢在老师的指导下，发现重点，发

现方法，这样我们才能够克敌制胜，百战百胜。 主持人：谢

谢梁老师，这些经验可能对明年的考生有非常大的帮助。由

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请大家继续关

注腾讯教育还有考试吧网站。各位网友，再见！ 相关链接：

2008年考研试题答案及名师解析汇总专题2008年考研试题答



案（英语、政治、数学）汇总 2008年考研试题答案名师解析

汇总2008考研查分、复试分数线、调剂信息发布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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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