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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8_B0_882_c73_645032.htm 一、关于政治每门课的

重要性及其复习策略 1、《马哲》、《政经》的特点及其重

要性 在这六门课中，“马哲”和“政经”主要都是理解力的

课程，难度系数大，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复习，没有老师透

彻的讲解，要复习好是很困难的。同学们要注意，在“马哲

”、“政经”的复习中不要一味的死背，“马哲”、“政经

”命题的方向现在重点不在于知识的准确性，而在于知识的

应用性，这就好比数学的复习，就算是你把公式都背的滚瓜

烂熟，但如果没有把公式的若干种应用都学透，那么你可能

照样不会做数学题，因为你不知道怎样从一个数学题的例子

里面导到你所熟背的公式上。“马哲、政经”的复习也是这

样，大家既要理解这两门课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更要学会

这些概念和原理一般会怎么考，以哪个例子考，最好在考场

上一拿到试卷，一看到试题时，这些例子你在平时都大致上

见过、学过，这样才能真正学好这两门课，纯粹的死背不适

合于“马哲、政经”的复习，可以说，在政治六门课中《马

哲》、《政经》两门课对考试成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

其是“马哲”在全部政治理论课中分数最多、难度系数最大

，在政治 6 门课（马哲、政经、毛概、邓论、世经、时事）

100 分满分的考试中，“马哲”要考 22－25 分，“政经”要

考约20-23分，因此考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这些年我们辅

导学生的经验来看，凡是“马哲”学得好的学生，其政治考

试的分数普遍都较高，还很少发现“马哲”“政经”学得很



好，而政治成绩却很低的学生。恐怕这主要是因为“马哲”

“政经”学得好的学生往往都有较高的理解能力和较强的记

忆能力。因为“马哲”“政经”这两门课总体上属于灵活性

较强的课程，考研题目普遍较活，因而需要很强的理解力；

同时又有不少的概念和原理需要背诵，因而又需要考生有较

好的记忆力。 2、记忆类的《邓论》、《毛概》课程也有一

定的灵活性 《邓三理论》和《毛概》这两门课也有一定的灵

活性，但这种灵活性也是以准确的记忆基本知识点为基础的

，所以我们一般简单地可以把这两门课程看成记忆类课程，

大家在复习中主要要通过记忆来打好基础，再学习一些分析

题目和书面表达的方法就完全可以了。 我建议，这两门课等

到强化班开班以后，老师进行了讲解，理清了思路，画清了

备考的知识点和范围以后再复习最好。 3、《当代》、《时

政》的复习时间不必太长、太早，可以稍迟 《时政》这门课

也就是《形势与政策》，考察一年之中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主要包括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精神

、影响较大的国际国内大事等。每年考五至六道选择题， 10 

分，我建议，这门课的复习到国庆节以后，因为它考察的范

围是从 08年 11 月 l 号到 09 年 10 月 31 号期间的国内外大事，

国庆节以后，我们编写的《形势与政策》考研书就会问世，

可以买一两本来对比看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当代》这门课

的全称是《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每年一道大题而且往往

是二选一：给你两道大题你任选一道来做， 10 分。我建议，

这门课到 11-12月冲刺班以后再复习，老师在课堂上往往会给

大家画出今年可考的重点或者范围，并把它编成若干道大题

，大家把它复习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当代



》这门课全年的复习时间三五天就够了。 二、合理策划政治

复习时间 如果复习从 2009年3月开始，那么到考试前为止（

一般情况，考研时间应当是在春节前半个月，即 2010年1月30

、31日两天），还有约11个月的时间，如果按五遍定复习计

划，我建议大家可以按如下规划来进行09年考研的五个阶段

的复习： 第一个阶段是基础复习。时间是上半年（如从3月

到6月），主要复习“马哲、政经”这门最核心的课程，我们

在考研中首先要面对而且必须学好的课程，希望大家已经做

了预习或者复习。总之，我希望大家在参加强化班以前，无

论如何要把“马哲、政经”各章的概念、原理及所有考点先

预习一下，只有这样，在强化班的学习中，才能有最大的收

获。这一阶段我们一般会开设“马哲、政经”基础班，来为

大家辅导和服务。 第二个阶段是全面复习。时间从 7 月中旬

一直到10月中旬，耗时约3个月。这个阶段新大纲已经发布，

按照新大纲编写的各类辅导书和习题书也会投放市场，考研

班也会开设政治强化班，同学们应当全面启动政治各门课的

复习，进行高强度的全面复习，按照新大纲的要求，把各门

课程详细的复习一遍，为了提高复习的效果，节约复习时间

，也可以参加考研辅导班。 第三阶段是结构复习阶段。从 10

月中旬到11月。主要目的是将老师在授课时所分析的每门 课

程的逻辑结构与相应的章节内容有机地统一起来，把握好课

程的体系性与复杂性。 第四个阶段是重点复习。从11月中旬

到 12月。在这一阶段，全国考研班一般开设的都是串讲班或

冲刺班，时间一般为两天，对同学们来说，要突出重点进行

复习，要分析、研究和掌握政治每门课程，每一章的考察重

点和疑难知识点，进行重点复习。 第五个阶段是预测复习和



方法训练阶段。从 09年12月底到考试前。这个阶段考研班一

般开设的是预测点题班或应试技巧班，对同学们而言，大家

在这一阶段可以根据各方面的信息，来重点突击和掌握政治

考研大题所涉及的范围、方向，并进行考前卷面方法的训练

，我相信对大家一定会有帮助。 三、政治复习也一定要有“

方法”。 在政治理论课的复习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如下原则

： 1 、复习要有灵活性； 2 、要有实践性； 3 、原理学习与试

题相结合。 历年来考生们普遍存在的四大弱项： ①复习不深

入，考点不能全面把握。②理论思维与书面表达的矛盾不能

正确处理。③书本理论与现实实践的矛盾不能正确处理。④

全面复习与重点复习的矛盾不能正确处理。要想把政治成绩

快速提高，同学们一定克服这些弱项，以考研的现实为中心

去学习掌握理论，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努力学习

和掌握书面表达的规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考研政治

考察的内容，文科考试包括政治理论课，包括文科专业课，

实质上都是双重考试：既考知识内容，又考书面表达的能力

，所以大家在复习中、训练中，既要努力学习各门课程的概

念、原理等知识内容，还要努力学习、摸索在文科考试中十

分有用的书面表达的技巧与方法。考研的题目千变万化，即

使作为老师，也很难把所有的大题都压中，老师往往能压中

这个大题考察的知识点，但是很难压中这个大题命题的角度

，题目所选的材料，以及它所涉及的问题，这就需要同学们

自己有很高的文科答题的综合素质，能够针对各种题目、正

确的分段分层，达到需要的深度、长度，答题时不能太随意

，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大家一定要注意：考研要想成功，不

是你知道什么写什么，而是命题和阅卷老师需要你写什么，



你就得写什么，不会写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发挥，我们一般

在考研班上会详细讲述各种方法技巧，帮助同学们提高最终

得分。 总之，北文考研网校提醒大家在复习政治六门课程中

最难复习、最易丢分的“马哲、政经”时一定要坚持下述三

大原则： A、灵活性。“马哲、政经”命题的灵活性、综合

性决定了大家在复习时也应当采取以理解为主，记忆为辅的

方法，要学活；但不排除有些概念和原理也需要记一下。 B

、实践性。在复习中一定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在复习时，大家应主动将所学原理与我们的现实相结合，对

每一个概念和原理都要争取能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加以验证。

如果能够很熟练地举出例子，这说明考生对概念、原理已有

了较好的理解，否则就说明考生还停留在书中已做出的解释

和说明上，对知识点本身还没有真正理解。 C、原理的学习

和试题的练习相结合的原则。 相关推荐： 考研政治复习心得

：“五好”帮你学好政治 考研政治强化期复习应该“以不变

应万变” 2010年考研政治基础哲学讲义汇总 承前启后2010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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