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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政治科目昨天上午落下帷幕了，几家欢乐几家愁，为帮助

广大考生总结经验教训，尤其对2010年考研同学们提供有益

的帮助，万学海文的名师团队第一时间对今年的真题进行了

评析。 一、2009年考研政治试题的分值权重及难易度分析 马

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单项选择题4道4分，多项选择题4道8分

，分析题1道10分，共22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单

项选择题3道3分，多项选择题4道8分，分析题1道10分，共21

分。 毛泽东思想概论：单项选择题3道3分，多项选择题4道8

分，分析题第36题第一问6分，共17分。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单项选择道3题3分，多项选择题3道6

分，分析题第36题第二问4分，第37题10分，共21分。 形势与

政策：单项选择题3道3分，多项选择题3道6分，共9分。 当代

世界经济与政治：分析题第38题(包括选做题Ⅰ、Ⅱ)10分。 

从今年考研政治整个卷面情况来看，题型与去年相比基本保

持稳定，依然是两大题型，客观选择题和主观分析题。试卷

总体难度适中，预计今年的分数线不会有太大的浮动。 二

、2009年考研政治试题的显著特点 1.紧扣社会热点，具有强

烈的时代感 今年试题与去年一样，坚持紧扣社会热点的原则

，迎着社会热点上，以人们所关注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热点为

切入点，较好地体现了政治学科鲜明的时代感。 2008年是改

革开放30周年，因而改革开放成为考查重点，国内考查了改

革开放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创新问题，国际上考查了坚持改



革开放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欧美国家在处理国

际事务上的分歧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对这样的题目，如果

平时不注意了解关心国内外大事，不注意分析社会热点问题

，不注重拓展思维，是很难得到理想分数的。 2.以人为本，

密切关注民生问题 以人为本，密切关注民生问题，这是我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点。试题在

内容设置方面，对于一些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利益问题都有

所涉及。比如哲学角度考的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华佗看病问

题，又如我们考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改革成果，以及当前人

民最关心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问题，这些都是从分析题的角

度来考查的，充分反映了考研政治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

这也为明年考研政治提供了某种参考。 3.理论联系实际，理

论重点和现实热点相统一 如第35题考查的CPI走势和变化反

映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什么问题是社会重大热点，而财政政

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是考研政治的理论重点。再如

第38选做题考查了中国在国际事物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推

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08年是真理标准

大讨论30周年，就考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及解放

思想的重要知识点。 4.综合性和灵活性更强，更加突出能力

的考查 题目的形式生动活泼，综合性强，如哲学部分分析题

通过华佗看病的材料考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现象和本质

和原因和结果)以及矛盾的特殊性以及普遍联系的观点 。 材

料分析36题对比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矛盾，背景及其意义的分析，是跨学科的综合。 材料分析每

一道题目都注重了对能力的考查，这和我们现在的命题趋势

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现在的命题趋势，主要就是加强灵活性



，注重对同学的能力考查，答案更加灵活，更加开放，这是

以后命题的一个趋势。所以，同学们如果要在以后的考试过

程中取得高分的话，一是基本的东西要记牢、掌握，二是侧

重能力的培养，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政治考研一个重要导向作用。 三、2009年考研政

治试题的启示 大家知道2010年考研政治内容的体系会有一个

大的变化，我们现在2009年所用的六门的体系在2010年会有

一个大的调整，有些内容要合并，又加进了一些新的内容，

比如近代史概论，这都是新的，原来没有的这些内容。内容

体系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大家在态度上要重视，在着手上

要早动作。根据2009年及近年来的考研政治真题，结合2010

年考研政治内容的体系的变化，对参加2010年硕士研究生考

试的考生提以下几点建议。 1.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

要“学以致用，活学活用” 今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考了8道

选择题、1道分析题，形式上均注重结合材料，而且材料以引

文较多。这些材料有来自古代典籍的，有出自马列原著的，

有选自报刊文摘的，有引自名人名言的。这样的命题特点要

求考生复习哲学这门课不能停留在知识表面，一定要结合各

种材料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能自如地运用所学的哲学原理

去分析各类具体问题，一定要抓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

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客观题中

突出了原理的考查，而分析题沿袭了往届考题的风格，要求

考生能用政治经济学相关原理分析现实经济现象。这也体现

了是否具有开阔的视野，远大的志向，是否积极关注国家经

济热点焦点问题成为当代中国最高学历考试选拔优秀人才的

标准之一。 2.学习历史性科目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 今



年毛泽东思想概论课考了7道选择题、1道分析题，大部分试

题侧重考查考生对历史重大事件、毛概重大理论的记忆。今

年的毛概得分析题更能体现“史论结合”的特点，它考的是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意

义，如果考生不了解毛概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在这道题

上是很难取得满意的分数的。 3.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必须要“关注热点，与时俱进” 今

年政治考题与社会实际结合非常密切，分析题考查的都是当

前的热点问题，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分

析题考查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组成部分及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当代世界经济与政

治分析题考查了美欧关系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

提高及表现。这些问题，反映了国际关系变化趋势，从而给

考生留下了极大的思考空间。阅卷老师不仅看你这些问题的

答案内容是否足够充实，而且会关注你论述的角度是否全面

、论述的语言是否科学、准确。这要求考生复习这两门课时

一定要与时俱进，用最新的观点、最准确的语言去阐述热点

的问题。 4.学习形势与政策必须要“由表及里，入木三分” 

以往的形势与政策往往就考查考生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再认再

现，但今年的形势与政策试题不仅考查事件表象，而且考查

事件的实质、意义、影响，命题从认知型试题向理解型试题

转变。比如14题、31题、32题。所以2010年考生在备考形势与

政策时，对当年的热点时事，不仅做到“知其然”，还要做

到“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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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