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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8_80_83_c73_532841.htm 《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前身是《

中国革命史》，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从1999年秋季开始全面实施“两课”课程设置新方案，

与新方案相适应，“考研政治大纲”的内容，也逐步向新的

“两课”教学要求过渡。在“考研政治大纲”的各部分内容

逐渐向新的课程体系靠拢的过程中，变化最大的是《中国革

命史》向《毛泽东思想概论》的过渡与转型。《中国革命史

》虽然看起来像是一门历史课，严格地说，这门历史课是带

有鲜明政治课特点的，它主要是梳理、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过程、历史规律的。而《毛泽东思想概论》则是规

范的政治理论课，与其它几门课一起构成了政治理论课课群

，使几门课程形成统一的科学体系并一脉相承。《毛泽东思

想概论》的教学和考试重心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基

本原理的掌握，以及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

析、解决历史问题、现实问题的能力。 这门课从“史”到“

论”的过渡与转型（《中国革命史》转为《毛泽东思想概论

》），本科教学开始于1999级，研究生入学政治理论课考试

开始于2001年。在2010年的硕士研究生入学的政治理论课考

试中，《毛泽东思想概论》将再一次随本科教学公共思想政

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变化而改革，再一次从“论”转到“史

”，由《毛泽东思想概论》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过渡与

转型，本科教学已经在2006级全面开始实行，其中“纯理论

”的部分内容将溶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概论》这门课中。 我是主讲《毛泽东思想概论

》的，就该门课的复习我从三个方面来谈谈。第一是这门课

的重点内容，第二是这门课的命题趋势，第三个是复习过程

中同学们要注意的问题。 一、《毛泽东思想概论》重点内容 

该课程共有七章，七章的重点内容和基本线索概括起来是： 

（1）一个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是贯

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2）

三个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3）三个历史必然性：中国革命发生

、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历史必然性；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历史必然性。 （4）三条特色道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道路；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二、《毛泽东思想概论

》命题趋势及规律 根据这些年的命题规律和趋势，这门课的

命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希望同学们在复习时要格外

的关注： 1.注重考查基本知识、基本方针政策、基本理论。

例如，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无产阶级及其

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

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条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党的

中心任务，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思

想概论中教学重点，当然也是考点，出选择题的概率比较高

。 2.注重考查考生对毛泽东著作的了解和把握。近年考试强

化了这方面的内容。考查题型多数采取选择题的题型。这些

年考查内容涉及到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共产党



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3.考查中国革

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问题。例如，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理论，中国共产

党的土地政策，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

国胜利的道路以及走这条道路的依据，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

总结，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

思想概论》教学中的重点，在过去的几年间考分析题的比重

比较大。 综观近几年毛概的命题情况，能找出如下出题规律

： ①从题型上看，主要有选择题、一道分析题； ②从内容上

看，偏重于历史背景、历史事件、重大会议、著作等相关知

识点，这门课马上转型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所以对史

的考察应该会相对多一些。“史论结合”，是复习“毛概”

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③考点出现的重复性，不是考过的知识

点就绝对不再考。 三、复习建议及注意事项 1.注重对基本知

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了解和把握。理论、纲领、路线

和方针、政策，在《毛泽东思想概论》教学中是重中之重，

这是复习中一定要搞清楚、弄明白的。 2.注意对毛泽东主要

著作的了解和把握。教育部示范性教材中介绍的毛泽东的主

要著作，要认识和掌握这些著作的写作背景、中心议题以及

著作中提出的重要命题、论断或路线、方针、政策。 3.关注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过程中，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不断地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方针、新政策来解决

面对的实际问题。政治理论考试同样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考

试内容自然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例如，毛泽东当年提出的



中国工业化道路和当前强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之间的历史关

联，毛泽东提出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又可以搞资本主义”

的思考同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关

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同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联系，等等。

4.提高综合能力。在平日复习的过程中注重能力的提高，近

几年政治理论课考试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对考生

运用理论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的考查。这样的考查目标，也

体现在几门政治课之间知识点内在的联系中，在复习中，注

意不同课程中相互联系的知识点，有意识加强综合分析能力

、跨学科能力的训练。 百考试题编辑祝考研人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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