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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9924.htm 综合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思想政

治理论考试的分数线不会出现大幅度的高低起伏。 主持人：

您对2012年考研政治试卷的总体感觉如何?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

论入学考试已经进行了多年，期间有过不小的改革和变动，

但总的讲已经形成了社会认可、学界肯定的考查模式，想要

有所突破并不容易。此次考试，从形式上，许多题目的题干

和材料都显得很“靓”，而内容上，考的又都是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并未“搞怪”出偏.从导向上，向广大考生鲜明地

传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追求，把一场考试和一

次思想教育结合得贴切自然，这在国家级的选拔性考试中是

难得的。试卷中虽有个别题目的题干材料显得陈旧，但总体

水平很好。从技术上讲是很成功的。应该说，对多种类型的

思想政治理论考试是有借鉴意义的。 主持人：2012年考研政

治试题的难度究竟如何?为什么考生对难度的反映不太一样? 

对今年思想政治理论试题的难度，教师们的评价也不太一致

。这并不奇怪，“见仁见智”么。但客观地看，今年的试题

难度适中。与往年相比，没有大幅度地增加难度，也并未刻

意降低难度，没有出现过偏、过怪的题目。考试结束后，考

生对难度的反映不一，有的认为难，有的感觉容易。这恰恰

说明，今年这套试题出得比较有特点。对考生来说，所谓难

点，往往都是备考中的弱项。也就是说，试题抓住了一些考

生复习中的薄弱环节。第一，有的考生复习得不够精细，对

考点的具体内容掌握的不够好.第二，有的考生对原理的理解



不够到位。如果这两个弱项发生在一个考生身上，那有些题

目就显得比较难了。其实，从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来看

，当你感到题干比较难的时候，选项就比较容易，也就是说

正确的选项与错误的选项的反差是比较明显的。即使记忆不

准确，依靠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往往也是可以选对的。有的

题目，甚至干脆不看题干，直接看选择肢也能够作对。当然

，如果考生对原理的理解没有到位，记得又不准，那就是难

上加难了。从总体上说，这套试题难度适中。 主持人：2012

年考研政治试卷的难点是什么? 今年的试卷上，考生不容易把

握的题目，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注重细节准确，二是强调

分析能力。也就是既要求考生全面掌握思想政治理论基本原

理、具体结论甚至细节，又要求考生能够把知识和能力结合

起来，能够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能够把分析和综合结合

起来。这样的要求可不低。 考查细节，这对所有考生来说都

是难点。因为，要备考的科目太多，时间有限，看书的时候

难免会有不细致之处。比如说，第7题以单选题考查十七大报

告的说法，这种内容是考试大纲中明确规定的，但由于今年

考试大纲出台较晚，考生的复习时间有限，因此这种考点容

易被考生忽视，再如，第25题以多选题考查社会管理创新问

题，这个问题与2011年形势与政策考点紧密联系，并不超纲

，但考生未必能非常细致地去掌握具体内容。因此尽管有的

题目内容本身不难，但选对答案还是有一定难度。 对分析概

括能力的考查，也会使许多考生感到棘手。在选择客观题答

案的过程中，如果对基本知识和概念掌握不透彻，就辨别不

出哪些选项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有偏差的。而对于解答主

观性试题来说更是如此。今年的材料分析题既注重考查基本



原理的内容，更注重考查基本原理的运用。最为典型的题目

是第34题。三个设问，理论上个个中规中矩、紧扣考纲，难

度上层层递进、步步玄机。如第一问的问题是：从打碎花瓶

这一现象中所概括出的“碎花瓶理论”为什么能帮助人们恢

复文物、陨石等不知原貌的物体?考生首先必须正确地进行考

点定位，锁定考点原理。许多考生在第一个环节上就开始发

生偏差了。答案五花八门，如同天女散花。有必然性和偶然

性、形式和内容、否定之否定、理性与非理性，还有普遍联

系、现象和本质、归纳和演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等

等。要么相去甚远，要么舍近求远。而冲过考点定位这一关

，正确锁定了“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这一考点的同学，也

还面临着正确运用原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固然涉及实践对认

识的决定作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但答

案的论证方向应该是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或意识对物质

的能动作用即意识能动性，其最直接的体现是理论即理性认

识(认识的高级形式)对实践的突出的反作用。这个考点如果

单纯地作为知识静态地考查，由于它并不深，也不偏，就不

会有什么难度。但由于这道题的材料和“题眼”的关系设置

得很巧妙，题就显得很活，而且有难度了。体现考试难点的

另一个例证是第38题，以纽约曼哈顿的时报广场放映中国国

家形象片的材料设问考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提升中

国软实力”的精神，这样新颖的材料和鲜明的问题当然会令

人眼前一亮。但这样的问题也恰恰是对考生分析和综合能力

的挑战。这道题固然有其所重点指向的原理和答案内容，但

并没有完全现成的答案可以照搬。需要联系多学科的知识，

联系党和国家当下的大政方针和具体实践，进行综合和理论



概括。组织这样的答案也是有难度的。 主持人：2012年政治

理论考试中体现出哪些典型的特点? 此次思想政治理论考试的

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 第一是规范性，这是本次考试的最重

要的特点。也就是说，严格按照考纲要求进行考查的，考查

目的是明确的。一方面注重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一方面注重“拔高”.题目是科学的，既体现出题技巧，又

不偏、难、怪。所以说，这套题目是有水平的。这种水平就

体现在以不拘一格的形式，充满张力的内容，忠实体现了大

纲的要求。 第二是灵活性。相当一部分选择题的题干，内容

新鲜生动，很能抓住考生的注意力，例子准确恰当，更有利

于考生梳理对相关原理的理解，把握对错是非。材料分析题

的题目，命制得很灵活，给了考生充分发挥自己所学所想的

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命制分析题时，未拘泥于考纲规

定的学科分值，而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实事求是，

顺其自然地调整了第34题与第38题的分值比例。既开先河，

亦成定例。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权重。 第三是现实

性。题目与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紧密联系，是此次思想政治

理论考试重要特点。对题目现实性的理解，往往容易局限于

对时事的具体考查。此次考试中，相当多的题目所涉及的内

容，一方面直接与现实生活的具体事件有关，一方面也涉及

现实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就非常好地符合了大纲运

用基本原理分析和理解现实的要求。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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