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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_E8_80_83_c73_647889.htm 大纲是不断变化的，而考试规

律是不变的。从05年到今年的真题，大纲在不断地变动，知

识点在不断的调整，但是考试的规律总体来讲是不变的，具

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重视基本知识点的

考查，基本理论、概念、原理是考试的重心内容。同学们经

常反映选择题的覆盖面太大，不好答题，所以说必需考虑到

的覆盖面。根据历史阅卷的情况来看，每年的基本知识点占

到考试命题整体的百分七十五左右，也就是说基本知识点的

考查永远是考度的一个基本内容。像2010年第十一题，考到

的“才和德”的关系，它用爱因思坦的一句话说，这个“才

和德”的关系，这个也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才和德”基

本态度。像2010年第十二题考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我在

强化班专门讲到“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这类的事例我们怎

么亲体现中华民族的哪一个方面，它就是中华民族的自强不

息的精神。当然，这也是基本的知识点。像第十三题，考到

公民道德建设重点诚实守信，这个是我们常规基本知识点。

所以说对于基本知识点的掌握是对大家得高分方面的重要内

容，这是第一个规律。 第二方面，就是每年的中共中央的新

精神、新政策是考试的重点。党的方针政策往往是命题老师

的指挥棒，也就是说命题老师不管怎么命题，都要落实到我

们党的最新方针、最新政策上。像今年的四中全会考了党建

，这就是我们党新的方针、新的政策。包括今年建国60周的

重要讲话，它的相关内容，就是我们当前党的新的方针政策



。根据历年考试来看包括：去年考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土地

流转，在政治经济学里考了一道题.今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

考的党的建设，这个选择题，答案比较简单了，那就是A、B

、C、D。从考试命题角度来看，它们都是考我们党最新精神

、最新政策。像2010年第38题考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

造”的一种转变，我讲课专门讲到这个问题，讲到芭经娃娃

的例子，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如何转变我们的贸易发展方式，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

转变。其实这目前都是我国的一些最新政策，特别对于贸易

方面，在党的建设方面，包括在若干内容方面，都是体现我

们党的重要精神，新的政策，这是第二个规律。 第三方面，

热点问题是考试重点。作为考试基本素材，像去年神七上天

、地震、奥运会、十七届三中全会都考了。而今年打开试卷

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热点又都纳入了考试，成为了重要素

材。举例来说：钱学森的问题那一年在北京正好赶上下雪，

我讲这个课程，我说钱学森的问题它突显的是一个爱国主义

的问题，如果说爱国主义考点的话它肯定会结合钱学森来考

的，在强化班我讲到钱学森回国的问题，如何历尽千辛回到

祖国怀抱，所以说这一类的问题，一系列社会热点会激活考

点。命题老师会把考点与社会中热点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典

型例子：今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就考到共公生活

中的道德与法律，以“酒后驾车”为材料，当然不是直接考

酒后驾车，是以这个热点为切入点考的，考到了目前交通不

文明行为。在上课时我就反复讲，我说今年的酒后驾车会成

为考试素材，会成为命题，老师关注的一个点，这就是社会

热点融入考试。今年还有一个最大的热点就是新中国的成立



，在《近代史纲要》里考的新中国成立的意义以及胡锦涛总

书记在讲话中的对新中国成立在整个中国迈进现代历史上的

地位和作用做了一个讲解。这些社会热点它就往往是命题素

材，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还决定着命题发现。老师

就会看今年哪些是社会热点，与哪个知识点结合起来会成为

一个考试重点，所以说社会热点在一定意义上会成为一个命

题素材，这是最低层次。第二个层次，它会指引着命题老师

怎么样命题。这是第三方面规律。 第四方面，越来越重视综

合考查。例如像今年第38题《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与“毛

中特”结合，像辛亥革命与新中国成立结合，更注重学科结

合。其实从2009年已经开始注重这种结合，像去年考了一道

题，考的是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理论与改革开放理论的结合

。这是第四个考试命题规律。 总的来说05年到2010年政治试

题的一个命题基本规律就是：一基本知识点的把握.二新精神

、新政策.三是热点问题.四是越来越重视结合考查。 下面我

对2011年的考生提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复习建议： 第一，

重视基本知识点的复习。既然百分之七十五的内容都是考的

基本知识点，所以切记不要抱着葵花宝典的概念，要重视最

基本知识点的握和复习，这种懒不要偷，偷这种懒是对自己

不利的。基本知识点的复习这一关、这一阶段，是必不可少

的阶段，也是大家重点复习内容。 第二，关注中央中共新政

策、关注社会身边发生热点现象。社会热点是命题老师反复

关注的点，所以大家在复习的时候能够做到有针对性的复习

。 第三，加强整体性复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

将原来的“马原”和“政经”、“科社”结合，《近现代史

纲要》是新增的一部分内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原本就包括两个方面，而“时政”与“

当代”本身是结合的，所以大家最重要的复习方式是向各学

课综合起来去复习，做到整体性复习。 从时间上来说也应分

三个阶段： 第一是漫天撒网阶段。这个阶段干什么呢?基本知

识点的复习这个时间集中在7月份到9月份期间，新大纲出来

以后开始复习基本知识点。 第二个阶段是重点培养阶段。时

间是10到11月份，如何培养，哪儿是重点?结合着新精神、新

政策、社会热点，去对照你所学的知识点，就能得出这个学

科的重点问题是什么?可能考的问题是什么? 第三阶段就是把

握重点方向，回归经典阶段。时间11月底到考前，通过最后

的冲刺复习，反复模考，把握考试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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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