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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科学性，所谓科学性就是指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的特性。
（1）对试题特点分析的科学性。
命题者命题的主观性是很强的，但总有一定规矩、范围、规定，总有一些普遍性、稳定性、反复性的
共性东西，这是我们教师要不断研究和传授给学生的知识。
（2）指导学生复习备考的科学性。
学习、复习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一本教学方法始终遵循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阶段法体现循序渐进，每
个阶段教学过程中以及考试指导都体现循序渐进。
（3）指导学生思维过程的科学性。
复习是一种艰苦而复杂的思维活动，要取得好效果，同样要遵循思维的规律。
本教学方法指导学生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从理论到运用再到总结，抓住重点、分清是非、兼顾其
他。
找、懂、记、练、会考试点，在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懂、记、会）基础上预测可能考的试题，等
等，都是思维规律的体现。
　　2.高效性　　教学方法应当追求学生投入的时间最少、效果最大。
本教学方法的显著特点，一是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不记笔记，只听、看、划。
注意力集中在懂、记、会。
学生不记笔记，就意味着教师增加一半左右的讲授时间。
增大信息量，重点突出，言之有理，逻辑连贯，学生就易懂易记（识记），课后就更易复习掌握。
二是授课与教材密切配合。
上课、课后都是使用同样教材，这又为学生节约了时间和花费。
学生复习备考要花费多少时间，以完成复习的任务为标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年任汝芬教授考研政治序列之一>>

作者简介

　　任汝芬，男，籍贯四川，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哲学、思想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1960年
毕业于交通大学，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宣传与研究工作，同时还进行全国五种政治理论统
一考试的研究与辅导工作，效果卓著；在工作中一贯遵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古训，尽职尽责，多
次被广大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1992年被学校授予“三育人”十佳称号；在二十七年考研政
治理论的辅导与研究中，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深受全国广大考生的欢迎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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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政治理论复习指导总论一、2010年考研政治得高分的要诀（“三好”与“三要”）二、解读“任氏教
学法”（得法是成功的关键）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
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第三章 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第四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第
六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七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第八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
想第二部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
论成果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
论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沦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第九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第十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十二章 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第十三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第
十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第十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第三部分 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
制度的终结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七章 为
新中国而奋斗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第四部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一章 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
第二章 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第三章 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第四章 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
品质第五章 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第六章 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第七章 增强法律意识弘扬
法治精神第八章 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第五部分 形势与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Ⅰ．形势
与政策Ⅱ．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年任汝芬教授考研政治序列之一>>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思想政治理论课复习总提示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高度重视以科学理论武装来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1998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98方案”。
2005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制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称“05方案”），四年
制本科的课程设置有4门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同时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另外
，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
这五门必修课简称为原理、概论、纲要、基础、时政。
这一新方案，从2006年入学的大学生开始实施。
故2010年的研究生入学政治理论统一命题考试，按照新方案的课程进行。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一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教育。
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大学生，深
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
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
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同时，要积极引导大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
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二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
要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始终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三是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
要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四是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
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新人。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2005年教育部的有关文件指出：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德育课程
。
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理论教育
，帮助大学生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等基本理论，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高自觉应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
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道
德素质，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这五门课程可以概括为“一个统领，三个层次”：以党中央的新精神、新思想为统领，三个层次
一个叫基础理论课，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
一个叫历史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一个叫规范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基础的理论。
　　党中央的新精神、新思想，包括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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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六个“为什么”——对
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的通知等。
　　第一部分 复习提示：　　（1）本课程的主题主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系统讲授了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始终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怎么坚持和对待马克思
主义的主题，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基本立场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
点、基本方法、基本立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主线来展开。
　　（2）本课程的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章 和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
其中，第一章 是从总体上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怎么坚持和对待马克思
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的内容，主要讲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三部分的内
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第五章 、第六章 的内容，主要讲资本主义的形成、本质及发展进程。
科学社会主义包括第七章 、第八章 的内容，主要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3）本课程的逻辑内容：包括概念、观点以及方法论意义。
复习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三方面以及关系，真正学懂学会。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复习提示：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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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
学体系。
它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
各个方面，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给我们的大量精神财富，连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和发展的实践中创造的
理论成果，构成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思想宝库，它涉及的众多学科门类所形成的知识海洋，无论在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人类文明继续发展进步的新时代，都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博大精深
。
　　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出不同的回答。
从它的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由其后各个时代，各
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从它的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
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
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
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
普遍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三个主
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使用。
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
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它既包括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对其继
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
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
同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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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经济、社
会历史条件。
其次，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化，对科学理论的指导提出了强烈的需求。
　　2.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和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了几千年来
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时占典政治经
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科学总结
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三）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
展。
这种发展，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实践的发展对自己创立的理论不断充实和完善外，其后首先是由列
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俄国革命中实现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
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些重大理论成果，都产生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同时又都是推进这一伟
大事业不断发展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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