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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A0_94_E6_94_c73_532843.htm 与08年相比，今年考研政治

理论大纲的变化，可以用“冰火两重天”一词概括：一是马

哲、政经、毛概这三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二是邓三和世经

发生较大变化，其中，尤以邓三的变化最为显著。 一、邓三

部分变化大，在体系和内容上都进行了较大调整 1、第一章

标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修订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 2、第一章第一节前新增了三个知识点，分别为“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科学内涵。” 3、第三章第一节标题改为“邓小平理论”

。 4、第一章第二节的标题“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发展的新阶段”改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调整为第一章第一节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5、第二章调

整为第一章第二节，标题改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涵盖的知识点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历

史依据和现实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三个代

表是辨证统一的关系。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

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

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6、第

三章调整为第二章，其第二节的知识点“解放思想与实事求

是。”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位



置调换，并在两者后新增知识点“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

与时俱进精神，推进理论创新”改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

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精神，推进理论创新”。 7、第三章第

二节中的知识点“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调整

为第三章第一节第三个知识点。 8、第四章调整为第三章。 9

、第五章调整为第四章。 10、第五章第三节中的知识点“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

策，三者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改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四者有

机统一，不可分割”。 11、第六章调整为第五章，标题修订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 12、第六章第一节调整为

第一章第三节，标题修订为“科学发展观”，涵盖的知识点

包括：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根本依据、现实基础和重要借鉴。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

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是

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

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13、第六章第二节

调整为第九章，第一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涵盖的知识点包括：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科学内涵和重

要意义。第二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涵盖的

知识点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和目标任务。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中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新增知识点

。 14、第六章的第三节调整为第五章第一节，第四节调整为

第二节，其标题“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改为“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其中的知识点“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改

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第五节调整为第三节

。 15、第七章调整为第六章。 16、第八章调整为第七章，其

第一节中的最后两个知识点合并为“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其第二节中的知识点“推进政

治体制改革”改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 17、第九章调整为第八章，其第二节中的知识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调整为第三节，标题改为“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涵盖的知识点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弘扬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的第三节“努力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被删除。 18、第十一章第三节的标题“建立

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修订为“推动国际秩序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其中的知识点“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拆分为两个知识点“推动

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中国始终不渝

走和平发展道路。” 19、第十二章第三节的标题“按照‘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改为“加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其中的知识点“按照‘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改为“以改革创新精

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 二、世经共有6处变化，5

处为表述的变动，1处为知识点的整合 1、第二章第二节第六

个知识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修订为“传统

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2、第二章第三节

第七个知识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修订为“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 3、第二章的标题“当

今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修订为“当今时代主题与推

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4、第二章第

一节的标题“时代主题的转换”修订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

当今时代主题”； 5、第三章第三节的标题“建立国际新秩

序”修订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 6、另1处为知识点的整合。第三章第三节中的三个知识点

“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内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不同构想。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整

合为两个知识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推动建设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新大纲公布后，对于09考研

学子来说，制定整体复习规划就迫在眉睫了。那么，怎样制

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学习规划，应该是现在很多学生首先要考

虑的问题，张老师能给广大考生一些建议：“好的开始是成

功的一半”，而在开始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对考研时间和

学习进行整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行动不慌。一般来说

，考生政治的复习是从2008年4月初开始的，到2009年1月考试

前为止，不到10个月的时间。新大纲出来之前，主要是基本

理论熟悉阶段，重在理解。 一、新大纲出来后，就要按照新



大纲的要求结合上课所学的知识，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掌握考

研涉及到的知识点。考生要以新的考纲为依据来检查学习的

成果。因为考纲是复习备考的基本依据，特别要注意考纲中

重新修订、重点强调和新增的部分，按照往年的规律，这些

往往是考试命题的重点。在这个阶段，我建议选一个质量好

的考研辅导班，一是因为很多学生平时学习政治的时候，花

费的时间和精力不是很多，也忘的差不多了。在这个时候借

助各科辅导老师深入浅出、纲举目张的分析和讲解，就能迅

速的抓住重点难点，提高复习效率；二是政治本身整体上内

容庞多、学科范围广、理解记忆难度较大，要想在考研准备

这么宝贵的时间内，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时间，辅导老师的

讲解在帮助学生大量节省和有效利用复习时间方面可以说是

功不可没，也会使学生在复习的过程中少走很多弯路，从而

提高备考的自信心和考研的竞争力，借助外力提高自己的整

体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对于考生来说是智慧的选择。 二、到

了9月10月，就到了强化阶段。这一阶段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主要目的是将辅导老师在授课时所分析的每门课程的逻辑结

构与相应章节内容有机地统一起来，把握好课程的体系性与

复杂性，在练习题型的基础上全面掌握基本理论、原理和逻

辑关系，并做到能分析和综合运用。 三、11月12月，主要目

的是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突出强调重点和难点进行复习备

考。在后期复习的时候，就要根据今年的各种新变化和新特

点，做到全面性与重点性的统一，原理知识与习题练习的统

一。此外，如果考生能准备个复习错题集，收集自己在复习

的过程中做错的题，总结一下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这样

就更有利于提高复习效果了。 四、最后一个阶段，相对来说



时间较短，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冲刺模考阶段，时间是从09年1

月初到考试之前。这一阶段，主要目的在于将自己之前所有

做错的题、没弄懂的知识点等，集中起来统一复习，查漏补

缺。在获取辅导老师权威信息的基础上，突破重点、难点和

焦点性知识内容，实战模拟，从而提高应考的水平和答题能

力，全面进入应考状态。在这个阶段最好选择参加个优质的

冲刺点题班和模考班，一方面感受考试的气氛，找到考试的

感觉，另一方面借助辅导专家提纲挈领的引导和拨云见日的

点拨，使复习上一个更高层次。 总之，在各个阶段，考生都

可以利用小块的时间去复习和理解知识点，所谓的小块时间

，就是诸如吃完饭后休息的时间、走路的时间等等，一方面

利用零碎时间，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考生长时间学习所产生的

疲劳、厌倦心理，摆脱考研复习“低潮期”。 考试不是考记

忆的问题，但记忆是基本功，那么怎么记忆和高效做题呢？ 

第一，要复习新大纲，大纲搞清楚，对辅导书关键性的句子

记清楚。很多考生经常犯的错误是看了一遍书，就急于做题

，希望立竿见影，这样的结果一是效果不明显，甚至会提出

“书也看了，怎么还做不对题”的困惑，严重影响了考生对

自己备考的信心和进度；二是做题的方法和思路还没有形成

，只做题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看书和能不能做对题，其

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做题的方法和思路是需要培养和引导

的，海文辅导老师和CES测评系统就能很好地帮助学生解决

这些问题和困惑。一边看书，一边做题进行初始测评、阶段

单元测评，一边结合老师的讲解进行总结和反思，“看书了

还做不对题”的困惑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要理解，这个题

目它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所考查的知识点是什么，知识点之



间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每个问题都有逻辑关系，这个逻辑

点必须找清楚。 第三，要做一些真题，这样会使你的记忆和

真题联系起来。我有一个建议，最好选一本好的辅导书，自

己一边看，一边把它的要点给摘录一遍，例如花半个月时间

仔细把摘录做好、做精细，而不是浮光掠影的看，那样没有

多大好处和收获，反倒会浪费考研的宝贵时间。 百考试题编

辑预祝大家金榜题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