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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2010年考研政治大纲变化很大，融入了很多新的知识点和重要考点。
为了满足广大考生的复习需求，我们倾力推出这本《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辅导教程一政治（新考
纲）》。
全书根据最新考试精神和各学科的最新发展变化情况，在对历年考研试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囊括了
历年常考的知识点，对每门课程中的常考知识点进行了全面准确、概括精练的阐释，目的在于帮助考
生在复习的初期，学习并牢牢掌握最核心、最基础、最重要的内容。
本书主要讲述三大部分：（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中包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
学、科学社会主义；（2）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合起来叫“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书把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裂开的现象合起来，
并且与科学社会主义通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部分”会删去，这部分内容将放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中。
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从2009年考研政治第35题已经体现了新大纲修订的
趋势。
这门课在新大纲修订中将可能体现两个特点：一是毛泽东思想中讲主要保留“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二是毛泽东思想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相关联的部分将放到一起。
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类考试主要考查考生对基本知识的再现能力，不会非常简单考查考生的死记
硬背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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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最新考试精神，针对命题方向、命题特点以及命题趋势，对其内在品质精益求精，在独特风
格之上，进一步彰显此书不蓉忽视的特点：    一、力争扩大覆盖面。
本书囊括了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政治理论试题。
    二、指导考生备考和复习。
对广大考生而言，历年真题的价值是任何其他东西不可比拟的，因为通过对历年真题的分析和答题技
巧的详细解释，考生能够提前感受考研的氛围，对历年常考的基本知识有一个感性认识，做到心中有
数，了然于胸。
主样，在新大纲出版之后，考生的复习就有针对性和目的性。
    二、总结考试特点和规律。
虽然我们一向在反对押题，每年政治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也都在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不断地适应新形势
的需要，但这并不能说明，每年的政治考试就无规律可循。
    四、把握和预测命题思路和趋势。
考研政治理论着重考查政治理论的新突破点、新观点，为此我们在复习时应该加以注意。
        本书的试题与解析是按时间顺序排列，通过试题解析加强对常考知识的认识和了解，把握命题思
路，了解考试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我们希望考生能从中提取精华，获得收益，受到启示，从而以
变应万变，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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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本章内容概括本章主要讲述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揭示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的本质，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以及物
质和意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
本章命题知识要点分析第一节 物质世界和实践一、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一）哲学哲学是系统化、
理论化的世界观。
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1.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1）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或根
本观点。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2）广义世界观同时包含人生观、价值观。
因此，世界观也反映着人的情感、愿望、理想和信念。
（3）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2.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要通过哲学与各门具
体科学知识联系和区别来把握。
 （1）要把握两者的区别：①哲学的对象是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或普遍规律。
②具体科学的对象是世界的某一方面、某一过程、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
因此，两者的关系也可说成是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2）要把握两者的联系：哲学以各门具体科学为认识基础；各门具体科学以哲学为理论指导。
3.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把辩证法与唯
物主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是与
时俱进的。
这些根本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从科学的世界观转化而来的，而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
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既唯物又辩证的，是立足于实践而不断发展的，是其世界观的本质体现，所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必然是科学的。
（二）哲学基本问题1.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1）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
在或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
它贯穿各个领域和方面，决定整个哲学体系的性质，并对解决各种哲学问题起支配作用。
（2）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内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它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思维与存在或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即物
质与精神谁是本原、谁是派生，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的问题；另一方面，思维与存在有
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即人们的思维能否正确反映存在，世界能否被人们所认识的问题。
2.哲学基本派别及其历史形态（1）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回答，是坚持物质
第一二性，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派别，坚持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是世界的本原。
唯物主义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即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现
代的辩证唯物主义。
①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种“原初物质”，如水、气、火、风等，它
们坚持了物质统一性的正确立场，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朴素辩证法的成分，但它是直观的、朴素的，
缺乏科学性的。
②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又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力图把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结
合起来，打击神创论，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
但它也有局限性，它的局限性表现在：第一，机械性；第二，形而上学性；第三，不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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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和唯物辩证的自
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统一，实现了历史性的使命。
（2）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回答，是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
是世界的本原的哲学派别。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物质在人脑中的反映，其内容是客观的，但其存在形式是主观的。
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不等同于客观事物本身，因而观念的东西不能代替物质的东西，二者不
能等同。
精神与物质之间相互联系，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具有同一性，两者的对立是相对的。
唯心主义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在认识论上，主张先验论，坚持从思想、感觉到物的路线；在历史观
上，主张英雄史观或宿命论。
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的两种基本类型。
①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主张，把属于人的感觉、观念、意志、心等作为唯一真实存在和世界本
原，如“吾心是宇宙”（陆九渊）、“心外无物”（王阳明）、“物是观念的复合”（贝克莱）。
主观唯心主义最终导致“唯我论”。
②客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主张，把某种脱离任何个人的精神变成独立自存的客观存在，并把它作
为世界的本原和万物的创造者，如中国宋代朱熹的“理”、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
对精神”等。
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主张精神第一，物质第二，精神是物质的本原，物质不过是精神的派生物或
表现，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个人的主观感觉为第一性的，把客观事物说成是这种主观
精神的产物；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人之外的某种独立精神，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它的
产物。
二、世界的物质性（一）物质的客观实在性1.旧唯物主义物质观旧唯物主义就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又叫机械唯物主义。
它承认物质第一性，这是唯物主义的。
但认为事物都是孤立的静止的不变的，这又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
时间和空间不是事物的储藏所；而是运动着的事物的存在形式。
时间和空间同事物是不可分割的，不是储藏与被储藏的关系，不是大与小的关系。
把它们分割开来，就是把它们当做彼此孤立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2.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列宁曾对马克思主义物质观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
范畴。
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
映。
”恩格斯也曾对物质下了一个相似的定义。
恩格斯说，物质是从各种实物总和中抽象出来的。
列宁、恩格斯的物质定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核心。
（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1.物质、运动、时间、空间具有内在统一性（1）物质与运动作为哲学范畴的
运动是指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它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
简言之，运动就是一般的变化。
从单纯的位置移动直到人类的思维，凡变化皆是运动。
①物质是运动的主体、承担者，世界上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无物质的运动，物质与运动不可分
离。
否认物质是运动的主体，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否认物质运动的多样性，认为只存在机械运动一种形式
，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运动观。
 ②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运动是标志物质世界一切变化的哲学范畴。
物质作为客观实在是通过运动表现出来的，并通过运动分化出不同的具体形态而为人们所认识。
③运动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属性，物质运动是由其自身的矛盾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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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并不否认在绝对的运动中存在着某种相对静止状态。
（2）运动与静止物质是运动的，没有不运动的物质，这说明运动是普遍的、永恒的、无条件的，因
而是绝对的。
但是，在物质运动中又包含着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静止。
①相对静止的含义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是物质运动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处于暂时稳定和平
衡状态。
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故称为相对静止。
相对静止的积极意义：静止是相对的，但并非单纯消极保守的。
相对静止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相对静止是人们认识和利用事物的前提；相对静止是理解和
衡量运动的尺度。
②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关系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是辩证统一的：相对的静止中包含着绝对运动，静
中有动；绝对的运动中也包含着相对静止的状态，动中有静；物质的具体形态都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
止的统一。
承认运动的绝对性，并不否认相对静止；承认相对静止，但不能把静止绝对化。
否认绝对运动，把相对静止绝对化，就会走向形而上学不变论；借口绝对运动，否认相对静止，就会
导致相对主义诡辩论。
③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和静止辩证关系原理的实践意义第一，它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
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跟上发展着的客观实际，防止思想僵化和行动保守，对事
物的静态分析必须与动态考察相结合。
第二，在实际工作中把变革与稳定结合起来，既要勇于变革以推动事物的发展，又要注意稳定局面以
巩固变革的成果，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3）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①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时间是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
、顺序性，时间的特点是一维性。
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伸张性、广延性，空间的特点是三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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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辅导教程:政治(新考纲)》：原命题组成员亲自编写，一线专家联袂推
出2010年考研整体解决方案；深入剖析历年真题命题思路，把握命脉脉搏，阐释命题原则；以题型为
核心，详尽解答，举一反三，规避误区，全面展现题型变换；注重模拟实战演练，提高综合应试能力
。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辅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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