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考刘波总体评判2010年考研政治试卷  考研频道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8_B7_A8_

E8_80_83_E5_88_98_E6_c73_647736.htm 推荐专题：2010年考

研真题答案名师解析专题 由于今年考研大纲的结构性调整，

几门课程的合并，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政治理论考试

总体来说难度不大，没有偏难怪题出现，与考试大纲要求基

本一致，试题设置较为科学严谨，题目分布情况也比较合理

，理论联系实际比较非常突出，紧密，尤其强调对学生基础

知识的考查，同时注重对证词应用能力的提炼考核。就2010

年考研政治试卷总体情况，本人评判如下： 第一，2010年政

治试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强化了学科的综合性。比

如分析题的36题和38题，就充分体现了学科的综合性。36题

把2009年建国60周年这一时政热点问题，切合到中国近现代

史里面，其实该题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意义是什么。而38题，更是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里面的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的方向，技术

创新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相结合。 第

二，总的看来，这是一份求稳的试卷，稳定过渡性要大于创

新性。2010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试题，难度不是

特别大，相对前几年而言，更侧重对学生基本功的考查，这

既符合考试大纲要求，同时避免了纷繁复杂的形式，回归了

政治理论学习的目的要求。当然只主要的原因还是去年考研

大纲的结构性调整，2010年是调整后的第一年，题目难度不

大的原因可以理解。当然也有一定得创新性，比如37题，是

有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题目，该题的答案可以从数



据统计的图标中总结出来。两个图标数据把道德与法律很好

的切合起来。 第三，尤其突出社会热点，问题针对性较强。

考纲和试题中都将十七大报告精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

作为考察重点。如：选择题的第6，7，8；分析题的35题就考

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问

题，这些都是当前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所取

得的理论成果。“醉酒驾车引发的道德和交通问题”、“建

国六十年”、“国家创新和软实力构建”、“医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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