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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不殆。” 在考研这场战役中，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

一方面在于拥有强劲的实力，另一方面在于要运用正确的战

略战术。目前，大家对于考研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在

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有效的复习取得尽量高的分数。于是乎

，提高自身实力固然重要，运用好的战略战术也是不可或缺

的。以下是文都教育根据历年真题总结出的考研政治命题规

律，并将出题者的出题意图与解题思路呈现出来。考生只要

在平常的备考中稍加注意，就会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方法，此

文意在抛砖引玉。 一、借助哲学家名言引出问题 出题意图： 

哲学家的名言往往会出现在政治理论考试试题中，这就要求

考生们在平时需要关注古今中外哲学家的言论，他们的言论

往往是命题的素材。 类似的出题点无非以下三种：语言经典

；可发挥余地大；可链接知识点多。因而比较容易命制试题

，百考试题。 解题思路： 对待这类命题招式，我们的对策就

是熟悉哲学家的名言。熟悉才不会陌生，才不会心慌。而且

经常是考查柏拉图、苏格拉底、康德、马克思、恩格斯、贝

克莱、笛卡尔、费尔巴哈，毛泽东、等等非常著名哲学家名

言。他们的名言往往会出现在教材中，这时候就需要多加注

意。对这类名言出现时的位置，前后知识点的联系，都要加

以分析，得出该名言所要说明和反映的原理。如此，看到类

似名言时就会心中有数，百考试题。 二、运用漫画、图表借

题发挥设题 出题意图： 运用漫画、图表借题发挥设题的形式



活拨、有深度、有寓意、有可考的点很多，无论是英语还是

政治，在近些年的研究生考试中借助这种漫画形式出题的思

路屡见不鲜。 解题思路： 对付这类图表式命题，首先要做到

心里不慌。带着所要回答的问题来看图表，分析图表时，再

多看几眼要回答的问题，这样来回几招，心中就会豁然开朗

。带着所要回答的问题看图表，具有针对性，看图表时再看

问题，搜索要回答问题的信息和要素。作答时就肯定心中有

数了。 三、模拟现实生活情景设题 出题意图： 全国硕士研究

生入学统一考试的命题越来越生活化，这是许多考生的同感

，多地体现在分析主观题中。考生可回答的角度比较多，从

任一角度回答均可得分，这也能充分挖掘考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体现出政治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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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目标。 解答思路： 解答此类试题的关键是

关键是如何把现实情景与理论点组织好。组织得好就能得高

分，组织得不好，分数必然不会很高。理论点有时候就直接

出现在提问中，有时候需要稍加分析即可得出。回答此类题

目的核心招式是“答题思路”，一般运用所学知识顺着思路

分析作答就行了。运用相关原理分析回答现实问题，灵活性

相对比较大，组织好语言按照先原理、后实例，然后将二者

结合的思路回答即可。 四、利用不同观点的争论设题 出题意

图： 学术界经常会对一些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社会

上也会经常对一些社会现象进行激烈地争论，而这也往往会

成为政治理论考试中的命题点之一。有争议的理论观点或原

理并不等于说是错误的观点或原理，有争议的社会现象也并

不等于完全杜绝或完全提倡那种行为。考这种类型的题的目



的是看考生的逻辑思考能力。 解题思路： 学与思向来是形影

不离，相伴而生，不舍不弃的。孤立、单一、机械地学习是

没有效果的，对待知识理论、社会现象，考生们平时一定要

多思多想，学习就成了无目的地行为。所以，考生们平时要

多思，思考要多角度，问才能让人想问题，使思路更加开阔

，继而才能深入探索知识，“问”了之后去做题才有针对性

。因此，对待这类命题招式，我们的破解方法是“思”“问

”“题”：“思”发现问题，“问”与探索同路，“题”与

高分同行。 五、利用概念间的差异和联系设题 出题意图： 利

用概念间的差异和联系设题的思路常见于选择题中。政治理

论考试主要还是考查各学科的知识原理，大多数考生对单个

知识点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对于相似概念间的比较就不那么

自信了。概念间的相似点，也就是概念间的模糊点，这些模

糊点往往成为命题的兴奋点。这些命题从而也就成为考生拉

开距离的差别点。 解题思路： 考生要想突破概念的模糊点，

就必须做到“三个到位”。 第一，概念本义到位。即充分理

解和把握基本概念，不管重点还是难点，概念本义是理解概

念间模糊点的基础。 第二，概念差别到位。概念间的差别到

底是什么要一清二楚，不能模棱两可。考生在比较概念间的

差别是切忌糊里糊涂，似是而非。 第三，概念联系到位。概

念之间的联系也要非常清楚，知识点都不是单一呈现的，考

试中经常会以多个知识点的联系来考查。 做到三个到位，可

以排除先验观念和思维定式的干扰，把知识的模糊点转化为

得分点。 六、利用中央最新文件报告原话设题 出题目的： 全

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政治统考，重要目标之一就是

考查考生的政治素养，其衡量的直接尺度就是对党和政府基



本路线、大政方针政策的关注和掌握程度。再者，命题要求

科学规范，且试题及答案无政治性失误、科学严谨、准确无

误、避免学术上的争议。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最便捷的途径

就是直接从党中央报告文件原话中出题，尤其是主观题，每

年从党中央新文件中选出来的原话考题不低于四道。 解题思

路： 应试对策无他，熟练背诵即可。 七、利用考生的先验观

念、思维定式设题 出题意图： 判断考生是否会受到思维定势

的影响。在政治统考中，命题者经常会利用考生(或说是每个

人)思维定势的弱点来命制题目，对考生答题造成很大的干扰

或误导，使考生往往做出错误的答案。 解题思路： 考生不仅

应当熟练掌握相关原理，而且应该能够突破先验观念和思维

定式的限制，充分完全地从各种角度来理解概念和范畴，这

样才能准确无误地做出解答。 最新热点快报：2009全国硕士

生入学考试初试合格资格线确定2009年考研网上调剂系统4

月8日开通2009年考研最新查分复试调剂信息专题2009年各地

考研成绩查询信息汇总专题09考研复试线只划一条新增专业

硕士不另划线2009年面向应届生专业硕士招生复试不单独划

线2009年考研国家复试分数线预计4月8日公布把百考试题考

研站设为首页 考研辅导资料特别推荐：2009年考研政治重点

详解资料汇总考研政治基础辅导之常考知识点精选汇总09考

研英语阅读理解专项训练汇总历年考研英语常考词语固定搭

配资料汇总2009年考研数学\政治\英语冲刺复习资料汇总2009

年全国研究生考试复试资料大汇总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

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题库把百考试题考研加入收藏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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