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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9047.htm 考研政治复习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基础阶段，同学们要理解和记忆理论框架，争取系统掌握

。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从命题的依据、方法、原则、题型

设置、答题要求等方面加以熟练认知，才能做到“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暑期将至，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基

础阶段的复习成果，跨考教育政治教研室王老师在此对马原

、毛特和纲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框架讲解，希望能有助于同

学们查漏补缺，更好地检验上一阶段的复习成果。 1．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从教材的主题和贯穿教材的主线看，教

材紧紧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怎样坚持和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以阐述马克

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为主线，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培养学生树立为

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人类自由

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 

从学科体系看，《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几乎涵盖了包括马

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

分在内的全部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章节体系安

排看，由绪论和正文组成。其中，绪论包含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等三个

层面的问题。正文由七章组成，前三章集中讲授马克思主义

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唯

物辩证法原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具体地历史地统一



的原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社会基本矛

盾的原理、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

原理等七大理论。后四章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的进一步展开和应用。马克思恩格斯既在分析资本主义

社会中，进一步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

又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家阶级剥削雇佣的秘密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

社会所代替的必然性，从而为工人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其中，第四章着重阐述了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形成、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的实质；第五章则着

重从发展、变化和趋势的角度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

度的新变化及其实质进行了分析。其基本观点是：看不到资

本主义的新变化，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变化和

调整，是错误的，它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资本主义，

也不利于我们在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时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

略；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完全否认资本主义

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完全错误的，它不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

义必胜的信念，不利于我们在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中坚持正确的方向。第六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

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

其发展和完善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建

设社会主义更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第七章着重阐述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主要观点

，深刻认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树立

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 2．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从教



材主题和贯穿教材的主线看，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概论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为主线，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点，随时补充

党的创新理论和实践，使该课程呈现基础性、前沿性和时代

性的特点。 围绕上面提出的主题、主线和重点，从学科体系

看，《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分为三大

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由第一和第二章组成，系统阐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及其精髓（即党的

思想路线）。第二部分分两章，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

和发展进呈中最重要时期的内容。其中第三章阐述了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经验，第四章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改

造的理论和经验。第三部分分十一章，重点讲解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该部分由四个相对独立的内容组成，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

布局、祖国完全统一和外交政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 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

问题是社会主义本质与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

主义的改革开放，各列一章。它们也就是关系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全局的三大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总体布局，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分设四章。 祖国完全统一和外交政策，主要从内政

和外交两个层面系统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大

背景。其中，国际上有一个时代主题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建设

面临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国内有一个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问

题，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本来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但又有国



际因素，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

靠力量和领导核心，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两章。 总之，就本学科

而言，理解本学科的关键在于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概论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作为

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来阐述和理解，只有这样才

能系统地学好本学科内容。 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从教材主

题和贯穿教材的主线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围绕近现代中国

“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

富裕”两大历史任务的主题，系统阐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

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明确中国和中

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必然性。从编写体例看，中国近现代史分为互相衔接的三个

大阶段，即上、中、下三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

（1840年～1919年），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1919年～1949年），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1949年～2006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重点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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