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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43996.htm 选择题虽然最后只要求选择备选

项中的一项或几项，但必须全面审视所有的选项，比较分析

后再作选择。这是一个完整的思考过程，从内容上看，就是

要看选项与题干之间在内容上的适应程度，简称“符合度”

或“一致度”。完全符合、部分不符合者也视为不正确选项

，部分符合、部分不符合者也视为不正确选项。 一、单项选

择题 单项选择题的占分比例约为16％，其优点是分值小，评

分客观。保证它在试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有利于确保知识考

查的覆盖面，减少试卷的评分误差。 单项选择题基本上是为

实现“考试大纲”第一项评价目标即准确地再认或再现有关

的哲学、历史、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知识而进行命题的，主

要是考查考生对有关哲学、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基本知识

、基本概念或基本事实的掌握和认知情况，从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它是由概念题演变来的。 从考生的答题情况来看，该题

型的正确率比较高，但得满分的比例不足10％。由于单项选

择题的指向是明确的，不存在干扰选项，因此在各题型中是

难度最低、得分率最高的。 对于单项选择题在复习时要注重

以下两点： 1.注意对基本概念以及对基本概念之间关系的把

握； 2.由于单项选择题强调答案的惟一性，因此在解题时要

充分发掘题干中的关键信息。任何概念、原理都是在一定条

件下才能成立的，因此要特别注意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

各种“限制”条件进行区分。 如谈及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些

标志性的术语：第一、前提、中心内容、关键、说到底、根



本点、本质、基本特点、显著特点等，如2004年第1题：人类

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第4题：社会

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Ⅰ（V＋M）＞ⅡC”；

第6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

土地归农民所有”；第10题：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第11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

、“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

等。另外一些在试题中出现的关键性的术语，如：集中到一

点；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根本上说；最大的任务；根本

原则；集中体现等。这些词语规定了答案选项的惟一性、确

定性。 二、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占分比例约为34%，也属

于客观性试题。基本上是为实现“考试大纲”的第一、二项

评价目标，即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的有关范

畴、规律和论断，以及运用有关原理，辨别理论是非，分析

、论证某一观点的正确或错误而进行命题的，但要求层次不

高。 从形式上来看，题目考查的角度和形式比较灵活，时常

在给出不同于教材的表述、情境或言论等情况下，考查考生

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由于该题型对知识掌握的

全面性和准确性要求较高，所以其难度要比单项选择题大得

多，考查考生是否准确掌握了有关的理论范畴、规律和论断

或是否对相关内容有较深层次的理解辨别能力。如果考生没

有真正理解有关的范畴、规律和论断，就不能准确地把正确

项与干扰项区别开来。 在各种题型中，该题型的得分率是较

低的。该题型的答题情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考生的

总分值。 从考生答题情况来看，多选了选项是错误的主要表



现。因此，考生在该题型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少选了

正确选项，而在于多选了错误选项，对一些似是而非的干扰

项难以作出准确的辨别，正确选项选了，错误选项也选了。

从直接反映出的问题来看，是考生排除干扰项的能力不强，

但从深层次上看，是对基本范畴、规律和论断等没有真正理

解和吃透。 政治理论课的命题总思路是突出重点、覆盖大纲

考查的知识点，而这两个方面的任务是分别由两类题型来承

担的，大题如分析题的主要任务、功能是“突出重点”，而

小题如选择题、辨析题的主要任务、功能是覆盖考试大纲。

多项选择题的命题内容大多集中在一些对著名人物的主要观

点、理论的评价和语义的正确理解。对一些相关概念，诸如

：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同一性和斗争性、商品的价值和使

用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

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商品资本和商业资本、社会主义民主和

资本主义民主等这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的理解和把握

也是多项选择题命题的首选。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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