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考研大纲公布后马哲复习重点及学习方法指导考研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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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32838.htm 2009年考研政治大纲已经公布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这主要是因

为2010年整个政治理论课的考试会有一个大的调整。所以在

这之前，作为传统的理论课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不再作大的

变动。 有变动似乎就有复习的重点，现在没有变动，很多考

生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在大纲不变得情况下，我们如何复

习。 一、加强对基本知识、概念和理论的学习及把握 新大纲

中哲学部分没有变化，同时整个考试的“评价目标”也没有

变。其中“1.准确地再认或再现学科的有关知识。2.正确理解

和掌握学科的有关范畴、规律和论断。3.运用有关原理，解

释和论证某种观点，辨明理论是非。”所强调的就是考生对

各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掌握，哲学也不

例外，甚至更是如此。 了解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论论证

，做到“知其然”，同时“知其所以然。” 二、关注现实社

会生活中的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 政治理论课考试涉及的不仅

是书本理论，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考核评价目标中“4.用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比较和分析有关社会现象或实际

问题。5.结合特定历史条件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背

景，综合认识和评价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过去一年

，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七大。十七大的主要精

神是所有政治理论科目可联系的最大实际。所以，一定要以

十七大的新精神和新思想来统领我们的复习备考。 十七大高

举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心问题



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有四个内容，第一要义是

发展，第二核心是以人为本，第三基本的要求是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第四、根本的方法是统筹兼顾。 在我们学习的基

本理论中，有许多基本原理是这些内容的理论基础。 “以人

为本”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

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观点的联系； 三、精选复习教材 

科学制定考前复习计划 一般的，我们主张选择有权威性的教

材，反对盲目择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3本书就属于这方面的

教材。一是考试大纲、二是考试分析、三是大纲解析(所谓红

宝书)。今年的哲学考试大纲没有变化，可以参考08年的这一

套。在新的红宝书出来以后，也一定注意这方面的内容，有

条件的可以做一个对比，这中间就可能隐藏着考题信息。 复

习计划可以有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也是全面了解

。即认真学习大纲和红宝书，达到对考试内容各部分理论框

架的熟悉。初步了解各章的知识点。第二阶段就是强化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在进一步梳理知识点的基础上，通过习题练

习，检查掌握的知识，摸索答题的思路和方法。题目以选择

真题练习为主。第三个阶段就是冲刺阶段了，这一阶段不宜

再大量选择新的题来练习，应该是沉下来思考总结，和针对

薄弱点的复习。时间安排上自然是前两个阶段的分量大一些

。 四、分析与对比大纲中的空白考点 所谓空白考点包括： 一

是近几年的考纲中新增的知识点，但尚未在考题中考过，尤

其是那些与今天我们的实际联系还较紧、尚未“过时”的知

识点。 第二空白考点也包括某些大的基本原理中，没有考过

的知识点。这点可以用排除法寻找。例如：辩证唯物主义的

运动观(06年考了运动的绝对性；07年考了运动和静止；08年



考了运动的相对性问题)(08年还考了一题运动的物质的时空

相对性的问题)。 08年考纲中增加了“交往及其在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08年考题中就出现了相应的考题，09年就不会再

有了。 当然，一些知识点是可以反复出题的，只是角度不同

。例如：关于实践的知识点，只是角度不同。可以从认识论

的角度，也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社会的本质是实践的

。”也可以从实践的本质含义角度。(08年大纲中：修正点“

实践的本质含义”，就有了相关的考题)因此，去年大纲的修

正内容仍需注意。 最后，百考试题编辑祝愿2009年考生都能

取得理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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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