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考研政治点评：部分材料题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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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010_E5_B9_

B4_E8_80_83_c73_647816.htm 今年政治试题总体而言，比较平

和、适中，没有偏、难、怪的题目，正如恩波教学测试研究

所考前多预测的，政治考试变革第一年试题难度应该会偏低

。在此，笔者试就试题的一些具体特点做一简要分析，供大

家参考。 一、试卷结构 1.题型：单选、多选和分析保持稳定

。比较今年大纲与往年大纲对该部分的考查要求往年第Ⅰ道

试题考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部分的内容，第Ⅱ道试题

考查考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概论等课程中的一门或多门的相关知识，认识和分析当代

世界一些重要问题的能力，不难发现，这实际上在两道选做

题之间以及选做题Ⅱ与其他课程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复的

，而今年大纲和试卷结构的调整，使考查内容和要求就更明

确了。 2.分值：(1)各题型分值保持不变(2)各课程所占分值除

了史纲和思法相错1分，其他课程与大纲的规定完全一致

。(3)各课程题型分值分布。五门课程分析题各占10分，需要

重点关注的是各课程多选题的分值比重：马原，8分.毛中特

，14分.史纲，4分.思法，4分.时政与当代，4分。 二、试题特

点 1.注重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查内容主要

是各课程的基础知识.一是在命题上，很多题目直接出自讲义

内容，需要考生深度分析的题目较少，比如1、5、7、8、9

、12、13、24、25、31、35、36等题，都可以在讲义上原文查

到，不需要考生进行知识的转化即可解答。 2.注重社会热点



问题的考查，学科知识与社会热点结合紧密，方式灵活，这

也是政治考试的突出特点。一是不回避对社会热点的通常把

握，比如35题，就是对社会热点的直接考查。二是避免对社

会热点的通常视角把握，比如34题，《梅兰芳》电影的热映

引发梅兰芳热，但命题并没有停留于这一文化现象.再比如36

题，对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热点问题的切入却是新中国成

立的意义，这都可谓是“热中取冷”，即在意料之中，又在

意料之外。 3.另外，一些题目的命制值得商榷，材料、设问

和答案的结合并不科学。比如1、5、7、8等题，撇开大段的

材料，依据设问可以直接解答，如此，大段材料的意义何在?

一般地讲，有材料的题目多是理解性的，而上述提到的题目

实际却是识记性的。 三、2011年考研政治备考建议 1.准确牢

固掌握基础知识，在这一点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取巧。 2.关

注社会热点，并学会用所学学科知识分析各种社会热点，养

成勤于思考问题的好习惯。 3.要清楚自己在学科上的弱项、

各类题型解题能力上的不足以及各课程在试卷结构中的分值

比重，有针对性地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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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