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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8_982010_c73_645743.htm (一)2010年的考纲新增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学科，分别占14%

和18%。其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系统阐述了中国自1840

年以来的历史。它以近现代中国“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为主题

，以中国的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

会主义道路等“三个选择”为主线，阐述了两个阶段的历史

。其中，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它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

中国及其在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

的深重灾难的历史.也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

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

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

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在教材的编撰体系上，它包含教材第一

到第七章的内容。其中，前三章叙述1840至1919年共80年的历

史，主要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第四至第七章叙述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的历史，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发生、发展、胜利的历史。 中国现代史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它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

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活力和生机的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从教材编撰体系上看，它包含教材



的第八到第十章。其中，第八章介绍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

历史进程.第九章到第十章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近60年的历史。 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有关历

史进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

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

力。在历史问题中，应着重于认清历史的基本原因、理论、

基本经验和教训。而这正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主观题的命

题指向。 第一，从基本原因看，例如，近代中国从1840年

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那个成立前夕，历次反侵略斗争为什么

会遭到失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

革命为什么要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20世

纪20年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什么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20世纪50

年代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等等。 第二，从基本理论看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三民主义.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纲领、路线.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

及纲领、路线，等等. 第三，从基本经验和教训看，例如：戊

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开辟以及实现的历史经验和来自“左”和“右”对中国革命

所造成的损失的教训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社

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基本经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

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等等。这些重大问题，要求考生能够从

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做到融会贯通。 另外，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学习历史

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为现实社会的建设提供经验教训。因



此，在把握历史的重大事件时，不仅要认清事件的本质，更

要从发展的角度，对前后性质不同的事件进行横向对比，认

清其历史进步所在。比如，鸦片战争中清朝内部的投降派和

主战派之间的不同主张.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的对比.资产阶级

革命派和保皇派的革命论战.新旧三民主义的对比.党在不同时

期关于革命道路主张的对比.党在不同时期关于土地路线的对

比、三个建国方案的对比等，都体现了历史的递进性和发展

的不可逆转性。这也是重点考查的问题所在。 总之，就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而言，由于是新增学科，其着重要求考生开阔

历史视野，注意点、线、面的结合，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的

历史实际，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

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的

能力。通过借鉴历史，思考和探求中华民族赖以走向近现代

化的历史文化的内涵，培植既不骄傲自大又不妄自菲薄，既

自信又虚心的新民族文化心理特质，使我们减少前进道路上

的曲折，顺利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明天。 (二)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学校学生必修的课程。

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教育为核心，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针对我国改

革开放的社会现实问题，重点解决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理想信念、爱国主义、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等问题，教育

和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摆正自我的位置

，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促

进学生形成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继承和

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使学生不断加强自

我修养、追求人格的完美.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法制观念



，从而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法制

观，打下扎实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使之成长为“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献身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由此，我们可以明确思想道德修养

和法律基础的主观题的命题指向。 第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明确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重要性。 第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

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精髓，解决的是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精

神风貌的问题。其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对

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应当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的爱国

主义精神，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做忠诚的爱国者。这是

命制主观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2008年是中华民族大喜

大悲的一年，但中华民族以其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感染了

当代中国青年的佼佼者，即青年志愿者。他们的汗水洒满了

汶川大地震的救灾现场、他们的奉献感染了奥运委员，特例

在奥运会闭幕式上设立了向青年志愿者献花的环节。而这关

键在于当代80后、90后的年轻人，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这是我们整个社会所弘扬的。由此，这也是命制主观

题的一个重要层面。 第四，结合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当

代大学生如何树立正确的择业观。这里面涉及到当代大学生

的职业道德问题、社会责任感问题，而不是仅仅限于理解当

前的就业形势艰难问题。 第五，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联

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注意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安全等

。当代大学生不仅学好自己的文化知识，更要树立正确的国

家安全观。这是本学科主观题命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马



克思基本原理概论是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政治经济

学原理的合编本，且新增加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2009年

考纲中，两门课占的比重多达42分，2010年的考纲将把两门

合二为一，降低值比例到22分。如此，应对考纲的要求，考

生对本学科的复习应着重与基础知识与重点原理的结合。在

熟练认知重点原理的前提下，一方面要注意本学科的新增考

点，如和谐社会的本质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另一方面要注意

运用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

度的新变化的实质.第三，结合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正确认

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 (四)2011年的考纲将“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修订为“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则体现了党在

十七大上的理论创新点。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

际相结合而实现的两大历史飞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本学科占到总分数的30分，是学科比例中

所占分值最高的学科。本学科的命题指向有三个层面，第一

是着重于考查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其命题重点应放在党在新

民主义革命时期不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而放弃

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纲领的交叉点上。第二是考查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特征上，着重

点应放在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重新确立、发展上，与之相

对应得一个重点问题是为什么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都要

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第三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

言，着重于考查中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的原因及构建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



是将本学科的重要理论知识内容，今年理论主题与主旋律，

近年社会时事与重大国际形势与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

原理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命题，要求回答以上的内容，并说

明其紧密联系。2010年其命题指向似应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

识的辩证关系的角度考查西方倡导的“人权、自由和民主”

的实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第10讲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

模式)，这是其一.其二是从哲学上“和谐”(2010年马克思基

本原理概论创新点)的本质，理解和谐社会及党在改善民生方

面的举措.其三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结合党的十七届四中

全会的精神，理解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五)当

代国际经济与政治和形势与政策，合占16%的分值。至于其

考查的重点，请在2010年12月中旬，登陆求学考研的博客，

将在上面公布最后的预测版。至于其它，不在赘述。 相关推

荐： 备战2010年考研政治之选择题答题必备诀窍 考研政治最

后阶段突破高分的三大法宝 2010考研政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热难点问题 2010年考研政治重点解析：中国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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