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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又一轮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复习已经在火热进行中了。
对于政治理论课这门公共课而言，考生要切实有效地复习，考试大纲与历年的真题必然是最可靠的依
据。
　　“温故而知新”。
纵观历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课试题，知识点虽然有所调整，题型也发生过变化，但重要的知识
点依然是贯穿始终、常考弥新的。
历年真题是命题专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其题目的权威规范和答案的简练严密，都是所谓的模拟题完
全无法比拟的，对于考生复习应试的价值和意义，自然是无出其右者。
鉴于此，建议考生务必重视历年真题，通过真题复习把握学科的重点。
琢磨命题的思路。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由命题人亲解真题。
三位编写老师不仅全部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课的原命题人，而且都曾长期担任命题组组长。
他们还先后参加过考试大纲的制定与修订以及评卷工作。
对于研究生入学政治理论课考试，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命题的思路、重点，以及设置的“陷
阱”都了然于胸。
　　本书以近十年的考题作为主要收录对象（之前的考题比较重要的也有所收录），以与2010年考试
大纲相符为收录原则。
题型按照现行考题分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分析题或辨析、分析题（非常有价值的辨析题有个
别收录其中）。
　　为了方便考生将真题和学科知识点结合起来复习，全书特别采用了学科构架，每门学科下，按考
试大纲结构设篇，篇下则归纳专题。
每个专题内，首先给出本专题的“复习提示”，概括专题的主要内容，点出重要知识点。
其次为专题下的历年真题，每道题目下设参考答案、命题考点和解题思路，对于很容易把考生带进“
陷阱”的题目还有误选／误答提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部分第一至四篇在每篇后，其他部分在每一专题后设有小结，总结本篇
／专题的命题规律、特点、复习方法，以及与实际问题的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对2011年的试题作出
相应的预测。
　　本书真题的解析部分着重于帮助考生把大纲的知识点和考题结合起来，解析中串进相关的知识点
内容，考生在复习真题的同时也就把知识点复习了；同时解析时还着重帮助考生学会从命题的思路来
考虑如何答题，从解析一道题学会分析解答类似的题目。
考生通过复习本书会逐渐明白：考试大纲中不同的知识点的内容是有多有少的，有的知识点内容多，
有层次，有的则相对比较简单；有的知识点是概念性的，适宜出单项选择题，有的知识点涉及概念与
概念间的联系，适宜出多项选择题，而有的知识点实践性强，随着形势的发展成为了热门问题，就很
可能出分析题。
同一个知识点可以出不同的题目，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命题。
通过本书复习真题，考生必然能够逐渐掌握命题的规律，真正做到从多角度复习知识点。
　　三位老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的分工如下：享隋本老师负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部分第一
至四篇，余学本老师负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五至六篇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部分，肖秀荣老师负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两个部分。
相信命题专家们亲自奉上的这一精心之作，定会对考生复习裨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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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由命题人亲解真题。
三位编写老师不仅全部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课的原命题人，而且都曾长期担任命题组组长。
他们还先后参加过考试大纲的制定与修订以及评卷工作。
对于研究生入学政治理论课考试，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命题的思路、重点，以及设置的“陷
阱”都了然于胸。
　　本书以近十年的考题作为主要收录对象(之前的考题比较重要的也有所收录)，以与2010年考试大
纲相符为收录原则。
题型按照现行考题分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分析题或辨析、分析题(非常有价值的辨析题有个别
收录其中)。
　　为了方便考生将真题和学科知识点结合起来复习，全书特别采用了学科构架，每门学科下，按考
试大纲结构设篇，篇下则归纳专题。
每个专题内，首先给出本专题的“复习提示”，概括专题的主要内容，点出重要知识点。
其次为专题下的历年真题，每道题目下设参考答案、命题考点和解题思路，对于很容易把考生带进“
陷阱”的题目还有误选／误答提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部分第一至四篇在每篇后，其他部分在每一专题后设有小结，总结本篇
／专题的命题规律、特点、复习方法，以及与实际问题的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对2011年的试题作出
相应的预测。
　　本书真题的解析部分着重于帮助考生把大纲的知识点和考题结合起来，解析中串进相关的知识点
内容，考生在复习真题的同时也就把知识点复习了；同时解析时还着重帮助考生学会从命题的思路来
考虑如何答题，从解析一道题学会分析解答类似的题目。
考生通过复习本书会逐渐明白：考试大纲中不同的知识点的内容是有多有少的，有的知识点内容多，
有层次，有的则相对比较简单；有的知识点是概念性的，适宜出单项选择题，有的知识点涉及概念与
概念间的联系，适宜出多项选择题，而有的知识点实践性强，随着形势的发展成为了热门问题，就很
可能出分析题。
同一个知识点可以出不同的题目，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命题。
通过本书复习真题，考生必然能够逐渐掌握命题的规律，真正做到从多角度复习知识点。
　　三位老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的分工如下：郭务本老师负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部分第一
至四篇，余学本老师负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五至六篇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部分，肖秀荣老师负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两个部分。
相信命题专家们亲自奉上的这一精心之作，定会对考生复习裨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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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专题一 马克
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专题二 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第二篇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专题
三 物质世界和实践专题四 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专题五 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第三篇 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专题六 认识的本质及规律专题七 真理与价值专题八 认识与实践的统第四篇 人类社会及其发
展规律专题九 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专题十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专题十一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
中的作用第五篇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专题十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专题十三 商品经济的基
本原理专题十四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专题十五 资本的流通过程专题十六 资本主义的分配过程专题十七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专题十八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第六篇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进程专题十九 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专题二十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专题二十一 资本
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第二部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一篇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专题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专题二 毛泽东思
想专题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专题四 党的思想路线
的形成、发展及其重要意义第三篇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专题五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专题六 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第四篇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专题七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第
五篇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专题八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第六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专
题九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专题十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步骤
第七篇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专题十一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第八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专题十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专题十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
制度与分配制度专题十四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第九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专题十五 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第十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专题十六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第
十一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专题十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十二篇 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专题十
八“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第十三篇 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专题十九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第十四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专题二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第十
五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专题二十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第三部分 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篇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专题一 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的演变专题二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第二篇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专题三 农民群
众斗争风暴的起落专题四 洋务运动的兴衰专题五 维新运动的兴起与夭折第三篇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
制度的终结专题六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专题七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第四篇 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专题八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专题九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专题十 中国革
命的新局面第五篇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专题十一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专题十二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
曲折前进第六篇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专题十三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专题十四 从局部抗战到
全国性抗战专题十五 国民党正面战场专题十六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专题十七 抗日战
争的胜利及其意义第七篇 为新中国而奋斗专题十八 为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专题十九 国民党
政府处于全民的包围中专题二十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第八篇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专题二十一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专题二十二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专题二十三 有中国特
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第九篇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专题二十四 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
探索专题二十五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专题二十六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第十篇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专题二十七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专题二十八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的展开专题二十九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专题三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专题三十一 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第四部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一篇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专题一 追求科学的理想信念专题二 理想信念的实现第二篇 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
神专题三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专题四 新时期的爱国主义专题五 做忠诚的爱国者第三篇 领悟人生
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专题六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专题七 创造有价值的人生专题八 科学对待人生环境第四篇 加
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专题九 道德及其历史发展专题十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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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专题十二 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第五篇 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专题十
三 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专题十四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专题十五 公共生活中的法律规范第六篇 培育
职业精神。
树立家庭美德专题十六 职业活动中的道德与法律专题十七 大学生择业与创业专题十八 树立正确的恋
爱婚姻观第七篇 增强法律意识。
弘扬法治精神专题十九 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专题二十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专题二十一 增强国家
安全意识专题二十二 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第八篇 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专题二十三 我国宪
法规定的基本制度专题二十四 我国的实体法律制度专题二十五 我国的程序法律制度第五部分 当代世
界经济与政治第一篇 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基本趋势专题一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与世
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特点第二篇 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与基本趋势专题二 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发
展变化与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特点第三篇 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作用专题三 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作
用与南北关系第四篇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专题四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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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998年理科第27题）　　【原题】试从认识主体的含义和特征，阐述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怎样不断增强主体认识能力。
　　【参考答案】认识的主体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人。
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的特征。
　　认识主体是社会地、历史地形成的。
当代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化，使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日益突出出来。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场新的革命，迫切需要增强主体认识能力，同时也为主
体认识能力的增强提供了广阔的社会条件。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断增强主体能力，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更
新观念；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拓展自己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充分调动和发挥
人的各方面潜能；以恰当的方式把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结合起来，使个人主体上升为社会主体，突破个
体的局限性；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
　　【命题考点】考查的知识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主体的理论。
测试考生对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的分析能力。
　　【解题思路】一般考生对认识主体的含义和特征应该比较熟悉。
本题的重点是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阐述怎样不断增强主体认识能力。
这个题目主要考查综合运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2000年理科第30题）　　【原题】凡是亲眼所见的都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
【参考答案】亲眼所见的，有些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有些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虚假反映或骗
局。
必须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加以分析，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判断真假，得到对事物的正
确认识。
该命题夸大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将感觉与事实相混淆，在理论上容易导致主观唯心论，在实际生活
中容易产生荒谬的判断。
　　【命题考点】考查的知识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j认识的辩证运动；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
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问题。
测试考生的哲学辨析能力。
　　【解题思路】题干陈述的“亲眼所见”在认识论上是感性认识。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是人们在实践中将客观事物转化为主观观念的第一步，感性认识的基础
是感觉、知觉、表象三种基本的心理反映形式。
感觉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对事物的个别的属性和特性的反映，是意识和外部的直接联系。
感觉是认识的起点。
感性认识的产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认识过程，制约着感性认识形成的有来自客体和主体的各方面的复
杂因素。
亲眼所见的感觉，有的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有的则是虚假的反映。
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要经过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因为客观事物有一个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事物的本质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人们的认识总要
受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受认识主体主观条件的限制等。
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应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可检验性，二是可重复性。
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认识，而且这种检验能够被许多相互无关的人所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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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最新考研政治真题命题研究与高分策略》以学科为纲，分专题收录历年真题，帮助考生研
习真题，同时从多角度掌握知识点内容，真题解析详尽到位，串讲相关知识点，帮助考生掌握命题思
路、找到自己的解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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