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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5_A8_c73_532852.htm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性

质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是为高等学校招收硕士研究生而

设置的。其中，政治理论科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它的评价标

准是高等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

，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政治理论素质并有利于各高等

学校在专业上择优选拔。 二、考试的学科范围 考试的学科范

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论、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或有关基本理

论在这一领域中的运用）。 考查的知识范围详见本大纲第二

部分；基本题型示例参见第三部分。 三、评价目标 政治理论

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考生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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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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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准确、恰当地使用本

学科的专业术语，文字通顺，层次清楚，有论有据，合乎逻

辑地表述。 四、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

，笔试。选择题的答案必须答在答题卡上，非选择题的答案

答在答题纸上。 （二）答题时间：180分钟。 （三）各部分



内容的考查比例：试卷满分为100分。其中，必答题为90分，

考查范围和内容比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约22分。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约20分。毛泽东思想概论约18分。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约20分。形势与政策

约10分。 选做题为10分，考生应在两道试题中选取其中一道

作答。第Ⅰ道试题考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部分的内容

，第Ⅱ道试题考查考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课程中的一门或多门的相关知识，认

识和分析当代世界一些重要问题的能力；若考生两题都回答

，只按第I道试题的成绩记入总分。 （四）题型比例：选择题

Ⅰ（在四个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目要求）约16%.

选择题Ⅱ（在四个备选答案中，至少有两个符合题目要求）

约34%.分析题约50%. 第二部分 考查的知识范围 一、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与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基本问

题的内容和意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历史形态。 2.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在哲学中的

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基本特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现象、提高道德

素养和精神境界中的重要作用。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技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

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二）世

界的物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 1.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辩证唯物主

义物质观及其意义。物质与运动，运动与静止，物质运动与

时间、空间。 2.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 实践的本质含义、



基本特征和基本形式。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人

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的

关系。 3.意识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意识的产生、本质和能动

作用。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三）世界的联系、发展及其规律 1.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

发展 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联系与系统。发展的

永恒性和普遍性。发展的实质。发展的过程性。规律及其客

观性。现象和本质。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可能性

和现实性。 2.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及

其关系 事物存在的质、量、度。事物发展中的量变和质变及

其相互转化。事物发展中的肯定和否定及其辩证关系。辩证

的否定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3.对立统一规律 唯物辩证法的实

质和核心。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关系的原理及其方法论

意义。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矛盾的普

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中国传统哲学中

的矛盾观及其现代意义。 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形而上学。

科学发展观与唯物辩证法。 （四）认识的本质和过程 1.认识

的发生和本质 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认识的本质与结构。主

体在认识中的作用。认识中的反映与信息、选择、重构的关

系。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中国

传统哲学中的知行 观及其现代意义。 2.认识的发展过程 认识

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其辩证关系。从感性认识到理

性认识的飞跃。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理性因素和非理

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

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3.

真理与价值 真理及其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及其辩



证关系。真理的具体性。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价值及其客

观性和主体性。价值评价及其尺度。价值选择及其实现。真

理和价值的关系。 认识论与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及其意

义。 4.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思维方法的本质及其在认识中的

作用。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

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辩证思维方法与科学方法、

思想方法。 （五）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1.人类社会的

物质基础和本质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的基本

问题。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社

会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人

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社会的实践本质。社会有机体

与社会结构。 2.社会的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容和功能

。生产力的内涵、构成要素和特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生

产关系的本质和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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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