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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考教育政治教研室第一时间对于新政治大纲进行解读，新

大纲中马原理部分作为理解性学科今年在内容设置上一些知

识点说法变动，更加突出马原理部分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将原理的掌握和实际的应用紧

密结合。更加侧重于考生的人生观培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在考研政治课中属于基础学科，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的逻辑性的严谨。作为考查考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应

用分析能力的典型学科，其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其之间

的内在逻辑关系以至体系，均为命题者命制综合性较强的分

析题提供了较好的素材。反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从

测试学的角度看，只要我们对该学科的关键原理加以梳理，

找出其作为主观题的考查角度，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教材中的

内容分为两部分，即客观题和主观题的两部分的内容。对于

客观题部分，以重点阅读、理解为主.对于主观题部分内容，

以重点记忆、思考其命题角度为主。更进一步，由于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由

于经过20余年的考试，其重点已反复、多角度命题，2011年

考查的一个关键点也在于此。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

重点原理及其考查方式 1、在辨证唯物论中，其重点原理是

如何看待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这是唯物论的第

一个关键原理，亦是新增考点。 2、在唯物辩证法中，其由

“两个观点、三大规律和五对范畴”组成。其中，两个观点



分别是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应重点记忆普遍联系的观

点及其方法论要求。至于内容，以记忆2006年第38题选作题

Ⅱ第一问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说明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三重困

境。至于答题思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普遍联系的

观点是什么?(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事

物之间及事物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每一事物都是世

界普遍联系中的一个成分或环节。)第二是普遍联系观点的方

法论要求是什么?(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要求我们用整

体的观点认识事物，正确处理整体和部分以及事物内部诸要

素之间的关系。)第三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三重困境是否违背了

普遍联系观点的方法论要求。(结构图所呈现的正是人类发展

过程中所面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三重困境，人口的增

长需要有足够的经济规模来承受，而经济规模的扩大将消耗

更多的资源，特别是能源、水资源的消耗将大规模增加，从

而导致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失衡。)至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则

是第二问“分析人类怎样走出三重困境的战略选择”的内容

。这也是唯物辩证法中的重点原理考查的一个重点指向即理

论联系实际型。 (2)在“三大规律”的质量互变规律中，应重

点记忆度的观点及其方法论要求，参考真题是2005年第34题

。至于内容，不在赘述。另外，质量互变规律内容及其方法

论要求属于未考点，考生需引起重视。 (3)否定之否定规律揭

示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明确了事物发展呈

现出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总趋势。它要求我们对待一

切事物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形

而上学的否定观。它亦是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

。因此，需引起高度重视。参考真题是2004年第37题选做题



Ⅱ。另外，该题的第2问是“用唯物史观评析资本主义“自由

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的观点。这是从哲学的角

度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的理念的分析。它应和政治经

济学中新增考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质及其变化结合理解

。这样，就有了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跨章节、

跨学科的综合命题的一个重要指向。 (4)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

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分析方法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

界的根本方法。它的主要原理有： 第一，从总的看，矛盾学

说的主要内容(2002年理第35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

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

出现了某些负面效应。请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学说，谈谈

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及其方法论要求(2008年第34题第3问：

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类似医患关系的矛盾，按照矛盾辩证法

该如何对待和处理?) 第二，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方法论要

求(2007年第38题选作题Ⅱ第1问：用辩证法的观点说明为什么

“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用辩证法的观点”指的是辩证法

的某个观点。至于其它则是指唯物辩证法的总的观点要

求(2006年第34题第2问：守河堤老兵关于石兽“逆流而上”的

见解对我们辩证地思考问题有何启示?)，其主要内容是：所

谓辩证的思考问题，就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

特别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从对立中把握同一，从同

一中把握对立。 第三，矛盾的基本属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的原理中，应重点认识和谐的本质，它是本学科的新增考点

，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这是需要引起高

度重视的。 第四，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构成



了矛盾问题的精髓。尽管2009年第34题第2问：这个故事对我

们理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何启示?)考查了矛盾的特殊

性，但由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是我们革命、改革和

建设坚持走自己道路(毛邓三概论)的哲学依据之一，因此，

需引起重视。 第五，由于2009年第34题第2问考查了唯物辩证

法中的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两对范畴，因此，要复习的

其他三对范畴分别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及原

因和结果等，其命题指向应为客观题。 3、辩证唯物主义认

识论回答了认识的产生、本质、过程和结果。 (1)在复习中首

先要注意的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区别.其次是辩证唯物

主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区别.再次是辩

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之间的相同点(都

承认世界是可知的) (2)其主观题的命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单纯考查认识论中的相关理论。如感性认识和理性

认识的辩证关系(2007年第34题)、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认

识过程中的作用原理、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原理(1996年理

第29题)。第二，运用认识论的相关原理分析社会现实生活中

的问题。如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

发展的原理，说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1989年理第39

题)、检验真理标准的唯物论和辩证法(1997年文第27题).第三

，真理和价值的辩证关系原理(未考点)。 4、在唯物史观中，

其主观题的命制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其基础原理是社会

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未考点).第二，运用社会基

本矛盾原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上层建

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规律)分析社会生活中重大问

题(2000理第35题).第三，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自觉能动活动



的辩证关系原理。第四，党的历史观和群众观原理。 综上，

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好的词汇词组记忆方法，随着新大

纲的公布，考生也开始考验阶段冲刺性质的强化复习，希望

大家将汗水和方法相结合，取得理想的成绩。 研招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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