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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1_E8_80_

83_E7_A0_94_c73_648494.htm 考研对于广大考生来讲是一次

重要的抉择，在这场抉择中我们必须付出艰巨的努力，在为

理想奋斗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面对考研这个人生目标，

我们要能抓得住最核心的灵魂。而对于我们每门课程的复习

，我们一要抓住其灵魂，这样必定会事半功倍。 所谓课程的

灵魂，是指贯穿于并统领整门课程的最高指导思想。对于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门课程来说，这个

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点是贯穿

于正门课程的核心和最高原则，所以这门课程也叫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讲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

观规律，所以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应该锁定在社会历史

领域，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最核心的观点则

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社

会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过程是一种更高的生产力取代相对低

级生产力的过程，生产利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形成了

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并决定着社会发展变化的脉络。具体

来讲，生产力是指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而生产关系是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

的经济关系。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

基本要素。生产关系主要包括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们

之间的关系以及产品分配三个要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两者的矛盾运动推动者社会的

不断演变。这一原理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形成了这门课程



的最高纲领。 而中国实际的实际则是指各个时期的中国实践

、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原则，必

然要用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同时在解决问题中又不断地

提升理论，再次，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必然存在着与中国文化

、中国社会相融合的问题，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具

有中国气派。 仔细阅读毛特教材，这一原理贯穿于整个理论

体系，形成了这门课程的最高纲领。 比如毛泽东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合法性和必要

性都是由这一原理决定的；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架，中国基本

经济制度、中国政治体制的构架、中国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

形态、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等等，所有这些内容我们都会在

讲课的过程中具体展开，大家一定会在复习的过程中不断领

悟这一灵魂。 特别推荐： 2011年考研政治复习精要资料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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