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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共出了七道选择题（文科单选题第7题，多选题第21题；理

科单选题第6、7、8、9题，多选题第22、23题；其中文科第21

题与理科第23题相同）、一道辨析题（文科第33题，理科

第32题）、一道材料题（文科第36题，理科第37题）。选择

题较简单，答案明确，分值较低，此处不作分析。辨析题和

材料题从考生答卷中看，存在问题较多，下面分别加以评析

。 辨析题的题目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

质"。这道题考生的得分基本上是在3分到5分之间，其中尤

以3、4分最多。不能得分或者只得1、2分的考生很少。客观

地讲，这道题并不难。认真阅读教科书或考研材料或听考研

辅导班教师授课，均能较好地回答这一问题。 很多考生对这

一命题的判断是正确的，即该命题不准确，或者前半部分正

确，后半部分错误。如果考生没有回答该命题正确与否，而

是直接进入论述，并不扣分。5分的分布是这样的，答出"中

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从革命阵线

上说，它不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

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得2分。这2分大多数

考生均拿到了。这个知识点主要是要考生回答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所处的时代--"十月革命"之后。因为十月革命划分了世

界历史的新阶段，在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发生的民

族民主革命在范畴上均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



部分，因为它们都直接间接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支援了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很多考生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比参考

答案充实，在讲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特点的同时，还

讲了中国革命得到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打

击了帝国主义殖民势力；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前途是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等，这就更保证了将2分全部拿到

手。 从考生答题情况看，在这一得分点上未能得分的主要原

因出在没有将答案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上，而是从其

他方面回答。许多考生从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或没收官僚资本

的角度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

命的一部分，甚至有的考生竟由此出发认为整个命题是正确

的，即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

命一部分，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就错了，

而且整道题都不能得分了。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是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性质。虽然没收官僚资本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革

命属性，但中国革命的最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恰恰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完成的

任务。 此外，还有一些考生从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

入手，讲中国革命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

分。这就文不对题了。因为考题考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

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也不能得分。另一些考生

则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为两步走的角度，讲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

部分，同样没有讲到点子上。但由于涉及民主革命的前途问

题，跑题不太远，因而也能被酌情给分。 这道题共5分，另

外3分是放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回答上。答出："中国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反帝反封建，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

主义，因此它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的；但是，它的目的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样就能得3分。这一分数点

，大部分考生都能得到2分，得3分的也不少。许多考生的答

案很充实，讲了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讲了革命动力、领

导者和革命前途等等，因而得满了3分。在这个采分点上得2

分的考生较多。原因是没有答后面一句关于革命前途的话。

这说明考生在考虑问题时，还有盲点，不够全面。这是日后

考生应该注意的。也就是说，答题时无关的内容不要答，答

得再多也不会得分。但是，相关的内容就应该在时间允许的

情况尽量不要遗漏，以防止漏掉要点而丢分。 材料题是"二十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道路问题"的3组材料。

这道题共10分，难度不大，但比起辨析题来，难度系数要大

一些。这道题考生多数得分在6至8分之间，少数能得9分，几

乎没有得全分者。得3至5分者亦不少。仅得1、2分或不得分

者很少。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答案和考生答题情况。 

第1组材料由三段话组成，分别代表着套用西方的社会理论分

析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环境和力图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的

两种趋向。第一问是"分析材料1，说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

特点及其原因"。"特点"1分，"原因"2分。答出："特点：城市

没有力量统治广大农村，农村可以脱离城市而相对独立地存

在"，得1分。答出："原因：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

衡，自然经济占着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微弱；

统治阶级内部四分五裂，中国长期处于不统一的状态"，得2

分。在这一问中，得2分的比较多，得全分的很少。原因是要



点不全。考生一般能够答出特点，也能说明政治经济发展不

平衡，自然经济占优势的问题。但许多考生没有答统治阶级

内部四分五裂，中国长期不统一的问题。这反映了考生阅读

材料不仔细或顾此失彼的缺点。实际上第三段话反映的就是

原因中的最后一点。仔细审题便能回答出来。有的考生意识

到了这个问题，但表述不大准确，比如讲军阀割据等。这样

也能够被酌情给分。个别考生不分青红皂白将3段话都视为对

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这反映了对相关原理没有掌握，而且

不动脑筋思考，因为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对立。 第2

组材料由四段话组成。其中两段反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

命道路思想，两段反映的是"城市中心论"思想。问的是："阅

读材料2，分析材料中的不同观点及其分歧的实质"。答出："

（1）、（4）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

路"得1分；答出："（2）（3）主张以乡村为中心，坚持走农

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得1分；答出："分歧的实质是从中国实际

出发，还是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得1分。在这个采

分点上，考生得2分的较多，得满3分的也不少。这个采分点

实际上是最易得分的。绝大多数考生都能够回答出前两点。

最后一点，许多考生答的是分歧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普

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接和教条主义的分歧，这样也

能得分。还有许多考生答的是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的分

歧。这与前面两点同义反复，因而不能得分。很多得2分的考

生，丢分就在这最后一点上。 第3组材料是毛泽东著作中的

一段话，主要表达的是在农村积蓄革命力量以便最后夺取城

市。第三问是"综合材料1、2、3，指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客

观依据和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基本点"，共占4分。答出："客观



依据：近代中国国情决定了强大的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

，广大的农村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得1分；答出；"基本点

：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根据

地，在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得3

分。这个采分点得3分的最多，得2分的也不少。从考生卷面

看，对"客观依据"的回答比较充实，农村的自然经济，军阀

割据，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敌人在城市占优势，农村

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等都答到了，因而基本上都能得分。对"

基本点"的回答则不太准确，而这部分的分值又高。许多考生

所答的内容大部分是属于客观依据的内容，而对基本点的回

答却不多，有的甚至一带而过，这就影响了得分。还有许多

考生答的不全，"在农村积蓄革命力量，以最后夺取城市"这

句话大部分考生都答了，"将落后的农村改造成为先进的革命

根据地"许多考生也答了，可是"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

这句话很多人没有答。当然，在第三问的采分问题上尺度较

活，只要表达出标准答案给定的意思，一般都能被酌情给分

。考生在第三问的回答中，最大的问题是"客观依据"与"基本

点"的内容分离不大清楚。"客观依据"里有"基本点"的内容，"

基本点"里更是充斥着大量应该属于"客观依据"的内容。这说

明考生的基本功还有欠缺，审题也不够仔细，没有认真考虑

所问问题的准确指向和如何有针对性地作出答案。 总的来看

，今年的毛泽东思想概论所出题目既不偏也不难，只要基本

原理掌握的扎实，完全可以得到满意的分数。不论是辨析题

，还是材料题，都是以变幻的方式在考原理、套原理。只要

掌握了原理，根据具体问题和给定的材料对症下药就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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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