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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政治理论要进行改革，科目可能改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包括马哲、政经的资本主义部分以及科社部分)、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毛、邓“三”部分)、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时政。建议广大考

生密切关注改革信息，同时做好2010年考研政治复习准备。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政经的复习方法。 一、结合政经的学科特

点复习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是理论性较强，复习时首先需要准

确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这些概念间的联

系，同时要学会把政治经济学中涉及的一些概念、原理、规

律等应用到现实生活中。要扎扎实实把考纲中提到的知识点

系统地复习一遍。政治经济学从整体上讲是关于资本主义的

，其中的一些章节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这一点同学们要非常

注意。 要将“基本概念”置于复习的核心地位。这是复习的

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政治考试的根本特点是要求考生能够应

用基本观点、基本原理来分析考题。这在对政治经济学的考

察当中尤其显现。因此，在漫长的复习阶段中，必须从两个

紧密关联的步骤上下功夫：首先是牢牢把握、吃透基本原理

和基本概念；其次是应用基本原理灵活思考，将其运用到对

现实的分析之中。 政治经济学历年来出论述题和材料题的有

，出多项选择的也有，而这两种题型都分外强调对基本概念

和基本原理的透彻掌握。考查的几乎全部是基本概念，在政

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复习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



一，对单个基本概念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里一定要非常

强调“理解”两个字。“理解”的意思不仅是要把基本概念

的定义搞清楚，还必须弄清概念中的要害之处，以及这些要

害与整个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为了加深对基本概念的理解

，可以有意识地“反过来想”，即如果不能满足这些要害条

件，概念还能成立吗？事实上在对基本概念的考查中，“反

过来考”的情况非常多见。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现实性相

对较强，可以在复习中结合实际进行对概念外延和内涵的准

确把握。例如关于商品的定义：“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

品”，这个基本概念的要害在两点，一是“劳动产品”(这是

它的基本性质，反过来说就是未经人类劳动的产品不属于商

品)，二是“用来交换”(这是它的生产目的，反过来说就是

自用的产品不属于商品)。如果理解了这两个要点，就可以很

轻松地判断“阳光”(未经人类劳动)、“农民自产的口粮”(

用于自我消费)到底是不是商品。如果能举出现实的例子作为

对概念的解释，理解和掌握自不待言。 第二，是对同一章节

内相关基本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政治经济学往往从一个最基

本的概念引申出多个概念，共同构成一个概念体系，这些概

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就成为考查的重点。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 二、其他注意事项 建议基础较好的考生认真按照新大纲的

要求看书、做题。基础一般的考生可以选择上辅导班。不过

，在上辅导班之前，同学们最好先把考试内容过一遍，这样

听课效果会比较好。 对于政治考研辅导书的选择，最好选用

严格按照考研大纲编写，而且侧重讲解大纲规定的基本知识

点的综合性复习资料和历年考试真题。认真做真题，体会考

研特点并检测自己的水平，结合综合性复习资料理顺思路，



从宏观上掌握各学科的逻辑脉络；从微观上将相互关联的知

识点串联起来，融会贯通。把可能出问答题或材料分析题的

知识点把握好。 最后，当然是要在复习中要保持健康的心态

，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灰心丧气，严格按照政治新大纲要

求复习，扎实掌握基础知识是政治考研成功的关键。 相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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