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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命题考查重点四、思想道德修修养与法律基础(一)追

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1．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确立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

大意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当代大学生的

历史使命。2．理想信念的实现立志高远与始于足下。实现理

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在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1．

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树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2．理想信念的实现立志高远与始

于足下。实现理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在实践中化

理想为现实。删掉2个考点: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重大意义、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考试分析鉴于近年

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和迫

切性，所以2012年这一部分命制考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二)

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二)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

精神1．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爱

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的时代价值。2．新时期爱国主

义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的统一。爱国主义与经

济全球化。爱国主义与弘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与弘扬时代

精神。3．做忠诚的爱国者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促进民族团结

。维护祖国统一。增强国防观念。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二)

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1．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的时



代价值。2．新时期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和拥护祖

国的统一。爱国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爱国主义与弘扬民族精

神。爱国主义与弘扬时代精神。3．做忠诚的爱国者自觉维护

国家利益。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增强国防观念。

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无变化考试分析爱国主义是思想道德规

范中最重要的一条内容,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我们党历来重视

爱国主义教育，所以这一部分无论从理论地位还是考试地位

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考生高度关注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

问题，这些是党中央极为重视的问题，是近年来的高频考点

。(三)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三)领悟人生真谛，创造

人生价值1．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追求高尚的

人生目的。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用科学高尚的人生观

指引人生。2．创造有价值的人生价值观与人生价值。人生价

值的标准与评价。人生价值实现的条件。在实践中创造有价

值的人生。3．科学对待人生环境促进自我身心的和谐。促进

个人与他人的和谐。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人与自然

的和谐。(三)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1．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确立积极进取

的人生态度。用科学高尚的人生观指引人生。2．创造有价值

的人生价值观与人生价值。人生价值的标准与评价。人生价

值实现的条件。在实践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3．科学对待人

生环境促进自我身心的和谐。促进个人与他人的和谐。促进

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无变化考试分

析2011年考研政治这一部分命制了分析题， 2012年再命制分

析题的可能性很小，但要注意命制选择题，重点主要是人生

价值及其评价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详细分析请



见《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考试

大纲配套强化指导》(四)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四)加

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1．道德及其历史发展道德的起源

与本质。道德的功能与作用。道德的历史发展。2．继承和弘

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

的重大意义。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正确对待

中华民族道德传统。3．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社

会主义道德建设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4．恪守公民基本道

德规范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加强诚信道德建设。

锤炼个人品德。(四)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1．道德及

其历史发展道德的本质、功能与作用。道德的历史发展。2．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

主要内容。正确对待中华民族道德传统。3．弘扬社会主义道

德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的核心和原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4．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加强诚信道德建设。锤炼个人品德。两处变化①把“道德的

起源与本质”与“道德的功能与作用”合并成为“道德的本

质、功能与作用”，并删掉了“道德的起源”。②删掉了“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大意义”。考试分析

无论是理论地位还是考试地位，这一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2012年考研政治的命题，考生特别要关注的考点是“社

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强诚信道德建

设”。详细分析请见《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

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配套强化指导》(五)遵守社会公德，



维护公共秩序(五)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1．公共生活

与公共秩序公共生活的含义及特点。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

。维护公共秩序的基本手段。2．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社会

公德的含义和基本特征。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社会公德的

实践与养成。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3．公共生活中的法律

规范公共生活中法律规范的作用。公共生活中相关法律规范

。(五)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1．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

公共生活的含义及特点。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

秩序的基本手段。2．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社会公德的含义

和基本特征。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社会公德的实践与养成

。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3．公共生活中的法律规范公共生

活中法律规范的作用。公共生活中相关法律规范。没有变化

考试分析这一部分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结合交融部

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我国两大治国方略，而且法律和

道德是维护公共秩序的两种基本手段，所以这一部分无论是

从理论地位还是考试地位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10年考

研政治分析题37题就结合“文明出行”这一社会热点考查维

护公共秩序的两种基本手段，2012年考研政治这一考点再次

命制分析题的可能性较小，但要注意出客观题的倾向。(六)

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六)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

美德1．职业活动中的道德与法律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职业

活动中法律的基本要求。2．大学生择业与创业树立正确的择

业观与创业观。在艰苦中锻炼与在实践中成才。3．树立正确

的恋爱婚姻观爱情的本质与恋爱中的道德。婚姻与家庭。家

庭美德的主要内容。婚姻家庭的法律规范(六)培育职业精神

，树立家庭美德1．职业活动中的道德与法律职业道德的基本



要求。职业活动中法律的基本要求。2．大学生择业与创业树

立正确的择业观与创业观。在艰苦中锻炼与在实践中成才。3

．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爱情的本质与恋爱中的道德。婚姻

与家庭。家庭美德的主要内容。婚姻家庭的法律规范没有变

化2010年和2011年连续2年本部分没有命题，备考2012年的考

生要关注命题可能性较大的以下考点：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大学生择业与创业、家庭美德的主要内容、婚姻家庭的法

律规范。（七）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 （七）增强法

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1．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我国社会主

义法律的含义和本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构成。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树立

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自由平等观念。

公平正义观念。权利义务观念。3．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确立新

的国家安全观。掌握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履行维护国家安全

的义务。4．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思维方

式。树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七）增强法律意识，

弘扬法治精神1．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

含义和本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要构成。我国社会

主义法律的运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树立社会主义

法治观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自由平等观念。公平正义

观念。权利义务观念。3．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掌握国家安全法

律知识。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4．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

养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思维方式。树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

威。一处变化删掉“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考试分析2012

年考研政治复习时，考生需注意从宏观层面上领悟我国的社

会主义法治精神，进而增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本章内容以



选择题方式考查的可能性很大，希望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加以

注意。(八)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八)了解法律制度，

自觉遵守法律1．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宪法的特征和基本

原则。我国的国家制度。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我国

的国家机构。2．我国的实体法律制度民商法律制度。行政法

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3．我国的程序法律

制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刑事诉讼法律

制度。仲裁和调解制度。(八)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1

．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宪法的特征和基本原则。我国的

国家制度。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我国的国家机构。2

．我国的实体法律制度民商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经济

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3．我国的程序法律制度民事诉讼

法律制度。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仲裁和

调解制度。无变化本部分2010年和2011年每年都有命题，考

生特别要注意“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这是历年考研

政治法律基础部分的核心内容。对于“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

制度”的复习，主要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掌握，理解我国国家

的基本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等重要制度和法律

概念。对于“我国的实体法律制度”的复习，考生应主要从

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角度出发，灵活运用相关的基本原理

和基础概念，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法律问题。详细

分析请见《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思想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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