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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4/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8_80_83_c73_584264.htm 一、全面掌握考试大纲规定的考

查要点 全面复习是取得好成绩的基础。开始复习时，要全面

了解考试大纲中指出的全部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规律和论断)。 第一步，可按大纲所列的知识点，提出问题，

回答问题，并力求理解和记忆。 例如，在复习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这些基本概念时，不

仅要了解它们的含义，还要了解它们在哲学史上的具体表现

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于基本知识，如哲学

基本问题，唯心主义的根源，就要了解它包括几个方面的内

容，并力求联系历史和现实来理解。 第二步，是在逐个知识

点都有所了解之后，以章为单位，把各部分联系起来思考，

形成系统，做到融会贯通。 例如，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的实践

活动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它

把实践包含到物质范畴的理解中，同时，这一物质观包括物

质的存在形式。第二部分是强调人是通过实践把握物质世界

的，实践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人对物质世界的了解

不能离开实践。第三部分是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以及物质

与意识的关系，它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依据。在理解时我

们要求考研学员一定要把这三部分联系起来。这样的全面复

习可以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二、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掌

握重点 在全面系统复习之后，对于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中的

重点还要进一步加深理解和记忆。 举例来说，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



学，它所反映的基本规律，以及和这些基本规律相联系的基

本范畴(概念)，就是我们要着重把握的重点。 在“世界的物

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这部分内容中，重点是世界物质统一

性原理，以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物质的决定性和意识能动性

的辩证统一)。基本概念的重点是物质、意识和意识能动性。

在“联系和发展的规律及其核心”这一章，最突出的重点是

对立统一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

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

辩证关系(矛盾问题的精髓)；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两

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矛盾分析方法以及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等等。与此相联系的重点

概念就是：矛盾、同一性、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

在这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如联系和发展、规律、决定

论和非决定论、量变和质变、必然和偶然，等等。 在掌握基

本概念时，要了解概念的含义、特点，要多方面理解。例如

，实践概念包括定义、基本形式和基本特征；生产力概念包

括定义、三要素以及三要素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层

建筑概念包括定义、上层建筑的构成、它的核心，等等。 三

、在复习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考试大

纲在“评价目标”申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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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

考试的要求，也是我们复习时应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尤其是哲学，要把抽象的理论化作实际工作中的方法论，把

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贯彻上



述原则在复习时要注意两个方面： 1。力求联系现实去理解

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2。要了解每个基本原理的方法论意

义并用它去分析有关的现实问题。 例如，学习世界物质统一

性原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以及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我们

要求考研学员要联系党的思想路线及其意义；矛盾同一性和

斗争性相互联结关系的原理的方法论意义是“在对立中把握

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

系的原理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则的哲学依据

；认识的辩证过程的原理可以联系科学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的

关系，联系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原理联系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战略；生产力是社

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联系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一

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的原理联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联系依法治国和以

德治国的重要意义；人的价值联系当代青年要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等等。总之，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复习过程，可以加

深我们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并提高我们分析问题的能力。 四

、注意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价值的哲学思想 以考试大纲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知识点为例我们为大家讲解

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该包括马克思

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

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学习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果。考试

大纲列出的考查要点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观；中国传

统哲学中的矛盾观及其现代意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

及其现代价值。对这些知识点的复习应注意如下三点： 1。

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观、矛盾观和知行观的基本论点



； 2。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这些论点，分析它和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一致性，丰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3。

了解这些论点在现代的意义和价值，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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