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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95784.htm 考生花费大半年的时间，付出了

大量的精力，成效会如何，最关键的就是考场上的三个小时

，如果考试不得法，长时间的心血和汗水就会付诸东流，梦

想就会落空，因此，要考出好的成绩，早圆考研梦，也能为

自己创造一个辉煌的未来，好的答题思路、应试技巧特别重

要，而应试技巧中重要的就是掌握一套科学、有效的解题方

法。下面就先介绍考试中各类题型的一些解题方法。 (一)选

择题 这部分题量较大，从历年考研试卷来看，它是考生分数

拉开差距、决定是否上线的关键。选择题大多考查的是概念

、观点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对一些重要的概念，不单要简单

地记忆、背诵，更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学科中不同章节的

概念、观点综合起来把握。 选择题一般分为单项选择题和不

定项选择题两种，由于考查方式不同，其解题方法就有差异

。 1。单项选择题。总的来讲，解答单项选择题要注意把握

以下三种情况、三种思路和三种方法： (1)答案唯一型。按题

干要求的规定性，排除其他错误的，所剩一项就为正确项，

或直接将题干与选项挂钩找出符合题意的项即可。 (2)答案最

佳型。即题中的四个选项有两个以上或全部都符合题意，但

其中一个是最佳答案即符合题干规定性、指向性要求的，它

或者是回答了试题所反映的客观现象中的最主要或最根本问

题，或是回答了试题所反映的客观现象中的最直接或最本质

的联系或问题。 (3)多项组合型。除了如前边所讲的在做题过

程中进行答案分解、逐个排查外，还有一个最简捷的办法是



排除错误项，然后再进行比较。 解答此类题要掌握一定技巧

和正确思想。第一步是读懂题，审好题，准确把握题干的规

定性，即题干所要求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方面

、角度和条件下回答这一问题。第二步是鉴别和判断选择题

肢项。题肢选项分两类，一类是不符合题意的应排除掉。这

又分三种：第一种是题肢选项本身观点错误和含有错误成份

，试题要求又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题肢选项本身观点虽然正

确，但与题干要求无关的；第三种题肢选项中概念和判断的

外延大于或小于题干规定的外延要求。另一类是最符合题意

的该选出的题肢选项。 在解题中可先用排除法，把所有与题

干要求不符合的，不论是正向、逆向思维设问，还是题肢选

项本身的错误，统统排除，然后再比较余下的题肢，用所学

的概念、观点、原理判断其是否正确，并确定哪个选项最符

合题意，即该选项能否按试题所反映的客观现象的方向、范

围和意义进行解答。 2。多项选择题。一般而言，多项选择

题是政治试卷中得分率最低的试题，解答时可遵循以下步骤

： (1)审查题干，确定题干的规定性，明确题干对题肢的要求

是什么。例如题干的说法是全对的还是全错的，或者是正误

混杂的；它对题肢选择的要求是相关的还是无关的。一定要

注意理解题干的意思。 (2)审查题肢，注意题肢的迷惑性，明

确题肢本身是对的还是错的。 (3)审查题肢与题干之间的关系

，按题干的要求选出题肢。如果题干本身表述正确，且在正

向选择的前提下，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排谬法：排除本

身表述错误的题肢； 第二，排异法：题肢尽管正确，但与题

干毫无关联，须排除掉； 第三，排重法：题肢的观点不是回

答题干的问题，而是对题干意思的变相重复，须排除掉； 第



四，题肢中概念的外延大于或小于题干的规定性，须排除。 

做多项选择题要求必须吃透原理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必

死记硬背。它重在理解、吃透，是体现能力的一种好题型。

解题的方法也很多，但总的来讲是四个字：“正确、有关”

。所谓“正确”即观点正确；所谓“有关”，就是题肢的论

点与题干的要求有关联。题肢必须是正确而又有关联的，才

是对的。同时还要注意，只有直接有关联的才能选，间接关

联的则不选。 (二)分析题 材料分析题在近几年考研政治试卷

中所占的分值比较大，需要考生加强训练。 解答分析题的基

本思路和步骤是： 1。仔细审题并抓关键词。大多数分析题

是跨章节，甚至跨学科的。答题之前要仔细阅读题干、材料

及问题，答题之前要仔细阅读题干、材料及问题，了解题目

需要回答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回答，怎么回答。要注意思维

的发散性。这是做好分析题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找出本题目是关于哪个学科的哪个章节，在草稿纸上写下此

章节内所有可能与本题有联系的基本概念及原理。对跨章节

，甚至跨学科的题目，要注意思维的发散性。审题可以运用

以下几种方法： (1)逆向审题法：先搞清楚题目问什么？有几

问？然后带着问题阅读材料。这样做可以不必要地重复审题

，节省宝贵的考试时间。 (2)寻找关键词：抓关键词语，力求

搞清每段材料的中心含义，努力回忆与此相关的课程理论，

并注意筛选。 (3)分析层次法：对一大段材料的要分层并弄清

每层意思，这种层次性既体现在题干的表述或材料中，也会

明确出现在题后的设问中。通过分析，抓住试题的主旨，再

按其要求分别回答，这样可以避免遗漏。 2。阅读材料并组

织答案。在审清题意的基础上，仔细阅读题干或者材料。阅



读时可边阅读边划出材料中带有结论性或倾向性的话语，或

者在草稿纸上写下相关信息(注意不要沉溺于细节、事例或者

数字)，同时搜索、提取大脑中平时储存的相关知识，然后理

清思路，组织答案。 3。答题时注意： (1)凡问现象的问题，

首先回答表象，即看到什么，就回答什么，不需过分展开，

简要回答即可。随后，必须回答现象之后隐含的实质(本质)

，这才是重点。 (2)凡是“分析”、“评述”的，就需要用原

理紧扣材料进行分析。一般的思路是先表述相关原理，然后

再联系材料中的现象进行分析、评述，可按是什么、为什么

、怎么样的思路组织答案。 (3)回答问题注意层次性，要行文

规范，简洁干练，表述准确，答案能紧扣要点，切忌东拉西

扯、繁琐冗长。 (三)材料分析题 材料分析在2006年统一归进

了分析题中，其形式独特，分值比例大，难度也大，是考生

考研中的一大难点，这里就单独列出并讲述一下其答题技巧

。考生在解答材料分析题时要注意两点：一要注重联系实际

，材料归纳出来后，用相关的事实理论做依据进行分析。二

是结合理论分析问题时，要尽可能全面。材料涉及几个点，

答题时就要将这几个点答全，每个点不需要展开太多，但要

把基本要点说到。解答材料题时，尤其要注意层次和逻辑，

不要自相矛盾，在答案中最好把观点一一罗列出来，便于阅

卷教师找到要点。 解答材料式分析题的基本要求：在理论部

分，要求准确选择与解题有关的基础知识。这是解题的主导

部分，是命题的出发点、立足点和依据。要准确、简洁地回

答出有关理论知识内容。这一部分答好了，就能为下一步解

题做好铺垫，使后面的分析论述有理有据。 首先，“掐头取

尾”，看题干提示句和题后要求回答的问题。一般的材料题



开题就有一句：“下面是一组关于⋯⋯的材料”，这就给考

生在阅读时获取什么样的信息界定了范围，使阅读不再盲目

，以获取相关信息为重；然后，再迅速浏览题后问题，问题

的要求又进一步缩小了信息取舍的范围，什么是“的”，在

这里就确定了。最后，带着问题阅读材料。 其次，仔细而快

速地阅读材料。认真研读试题材料，准确把握材料内容，深

挖材料内涵。材料分析题的材料灵活多变，无一固定模式。

有文字型的、图表型的：文字型的可分为摘自报刊、古籍、

文件、人物讲话，也有命题者描述某种现象，提出几种观点

的；图表型的有漫画、表格、地图、历史文物图片、函数图

等。材料可能是一则，也可能有多则；既有单一类型的，也

有文字型、图表型混合的；材料长短也各异，有的十分简短

，有的篇幅冗长。不管材料以何种形式出现，认真阅读材料

是基础，掌握其中信息是关键。 一般的材料提供信息很多，

有主有次，还有重复的，这就提醒考生在做这类试题、阅读

材料时，边读边用铅笔将含义相同的归类，并用1、2、3、⋯

⋯标注，对重要的核心句或者关键词，在下面画线，以备答

题时直接应用，避免大量的重复阅读，造成无为的浪费。 第

三，利用获取的信息回答问题。在答题论述时，要求做到观

点和材料的统一。这是解题的主体部分，要求考生用选定的

基础理论知识，联系题中的材料进行分析论述，把理论与实

际、观点与事实结合起来，即做到事理交融，观点统帅材料

。要紧扣材料分析，或从材料中提炼出观点，或用观点分析

材料，或用材料论证观点。防止就事论事，或就理论谈理论

。 第四，简短有力地做好小结。在小结部分，要牢牢抓住题

意，适可而止。这是答题的结尾部分，是解题的落脚点。在



结尾时，或针砭时弊，或点明意义，或联系自身，这些都要

从题意出发，恰到好处，总的要求是思路清晰、表述简练、

视角丰富，达到用画龙点睛、升华主题的目的就可。 (四)考

试容易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 1。知识准备不足。表现在：一

是知识的全面把握不够，二是对知识的理解不够，因此，答

题时只能就事论事，就题目所给的材料“论”材料，缺少理

论分析，缺少知识理解。 2。思维能力不强。表现在：一是

审题不清，抓不住问题的中心和要点；二是答题思维混乱，

层次不清。审题能力是指考生在解答问题之前认真、仔细、

准确、完整地把握题目要求的能力。而答非所问现象的大量

存在，首先说明对题目的理解和把握不够。 3。理论不会联

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课的生命，缺少对实际生活的

理解，理论既学不好，也没有价值。但大多数考生做不到这

一点。从历年考生答题的情况可以看出，答案或者抄题目材

料，或者空话连篇、口号连篇。许多考生对此感到很疑惑，

有畏难情绪。认为自己花费了很多功夫来学习政治理论，而

且对于理论知识都能“倒背如流”，为什么答题时却答不好

呢？关键还在于对理论不理解，平时学习或复习备考时就没

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只会背概念、记忆原理是不够的)，对

理论的内涵也没有深刻理解，只当作“口号”来记忆，答题

时空话连篇就是必然的了。 最后，提一下答题过程中最重要

也是最容易被考生忽视的问题：字迹。答题时，字迹一定要

工整清晰。一份看上去字迹潦草、层次模糊的试卷会让阅卷

老师对其印象大打折扣，即使答案组织得再好，也不会得到

太高的分数，这一点请考生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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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