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2考研政治历年真题解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2考研政治历年真题解析>>

13位ISBN编号：9787511908780

10位ISBN编号：7511908780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李海洋、 文都考研命题研究中心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1-05出版)

作者：李海洋 著

页数：2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2考研政治历年真题解析>>

内容概要

　  《文都教育&middot;2012考研政治历年真题精析》的第一个特点是内容全新。
这本书重释了2005年-2011年共七年的真题，根据课程改革之后的新格局进行了精确定位和深度解析，
疑难问题解决得比较充分彻底，并且对2012年的考点进行了预测。
为什么选择从2005年开始做起呢？
这不是随意偶得，而是因为从2005年起，命题与之前相比，出现了重要变化，其中，多项选择题的选
项由五变四，呈现出了不同的规律。
而2010年又进行了一次更为重大的考试体系改革，改革后仅有两年的真题，且具有探索性质，尚不能
形成规律性线索。
这就需要放大尺度，以七年区间为框架，观照课改前后，看到区别，又把握联系，在调整中重新定位
，在变化中捕捉规律。
所以，这本《真题精析》的内容是全新的，视角是当下的，文字是刚刚写就的，是为准备2012年考研
的同学度身打造的。
　  《文都教育&middot;2012考研政治历年真题精析》的第二个特点是考点定位。
与其他各种政治理论考试相比，考研政治之难，难在考生在答卷之前先要过一个关口，对题目进行考
点定位。
客观性试题相对而言问题还不太突出，因为并不要求考生写出答案，而只要在题目提供的现成选项中
作出选择，从而限制了考点定位的范围。
但某些题目的选项带有跨学科性质，有可能由于定位不当影响解题甚至导致出错。
而主观性试题的考点定位问题则极为突出，一旦定位失误，全部答案基本失效。
因此，我在批阅考研政治试卷时经常看到有些考生采取叠床架屋、交叉重复的方式从不同的考点方向
组织答案。
这既显示了考生力图使答案全面丰富的心理，也暴露了复习中存在着盲目性。
考点定位的问题虽暴露在考场上，但产生于复习过程中。
应该并且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形成正确的考点定位，把问题消除于源头。
客观性试题的考点定位，不仅帮助考生锁定、记忆知识点，也为主观性试题的考点定位积累了功力。
长此以往，考点定位的思维模式就会形成，可以极大提高实战水平。
为此，本书对所有类型的每一道题目，都设置了【考点定位】环节。
　  《文都教育&middot;2012考研政治历年真题精析》的第三个特点是深度解析。
为什么必须通过题目对重要考点进行深度解析呢？
这完全是从考生实质性的迫切需要出发的。
如果我们将目前的试卷与十几年前的试卷做个比较，会感到现在的题目看上去显得容易些，而以前的
题目显得难度更大。
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
一旦真的下手解题，就会感到现在的考研政治题目很是棘手。
先前的题目显得难，实际上是题目的内容比现在要深。
或问，深，不就是难么？
还真的就不是。
那时的命题采取传统的形式，试卷的主要题型是简答题和论述题。
按照这类题型命制的题目与教科书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无论题目出得多么深，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背书解决。
因此，那时的考研政治复习实质上就是背书。
只要书背得好，必定得高分。
但现在的试卷上已经没有这样的题目了。
除了某些客观性试题会直接撷取教材的片断之外，稍有难度的主观题，书上都没有可原封照搬的现成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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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考生甚至对教育部考试中心在考后颁布的作为评分标准的&ldquo;答案要点&rdquo;，都感觉看不
懂，部分教师也持有异议，认为有些答案与题目根本对不上号。
实际上并不是答案与题目不对号，而是省略了中间环节，没有展开推导的步骤。
其实，被省略的和没有展开的正是考生最需要知道的。
许多考生对知识点和知识框架的掌握本来就不全面，直接给出的答案要点根本无法弥补考生知识点和
思路的断裂，正因为此，本书特别设计并且强化了【答案分析】环节。
对每一道题目，特别是重点难题都进行了深度的透彻解析。
引导考生从基本原理出发，对题目材料进行剥离、梳理、归纳，作出判断，进行推理，一步步地得出
。
结论。
这一安排对于考生取得高分将有直接的帮助。
　  《文都教育&middot;2012考研政治历年真题精析》的第四个特点是2012考点预测。
2012年1月考研政治考什么？
这是考生最渴望了解的。
从表面上看，在命题组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讨论这个问题纯属天方夜谭，而命题完成后试卷解密前这
又是国家机密，似乎不可言说。
其实，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根据就是考研政治命题所遵循的客观规律。
无论我们中哪一位同行去承担命题任务，这都是一副沉甸甸的重担子。
一头干系着为国家民族选拔人材，一头关连着上百万青年学生的命运。
有考试大纲框着，有时政热点牵着，有职能部门管着，有任务时限催着。
而且万人嘱目，又众说纷纭。
所以，命题专家的任务是光荣神圣的，但他的工作舞台是极其有限的。
为了广大考生的迫切需要，我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命题者的步法方寸丈量出来，我也具有在合乎规定的
范围内去做好这件事情的客观条件和主体能力。
近年来，我做了一些尝试，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理所当然地应该馈赠给广大考生。
通过此种方式，给予考生明确的指引，让考生在复习积累的同时，可以对考试方向有一个明确而清晰
的把握，做到有的放矢。
这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本书中每道题目之后的【直击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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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本题选项涉及唯物史观的四个基本概念：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
。
前三个，是社会存在的三要素。
后一个，社会形态，是另一个重要概念。
选项A“社会形态”既不属于社会存在，也不是什么物质要素。
社会形态是具体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
像我们平时常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人类社会发
展至今已经出现过的社会形态。
简单的说，社会形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特定发展水平的生产力，二是与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三是相应的上层建筑（政治和意识形态）。
以上三者的有机统一就是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发展形式，区分社会
质态，如不同的社会制度等。
因此，这个概念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坐标系。
选项B“地理环境”是社会存在中的三个物质要素之一。
它是指一定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这一位置上的地形、土壤、气候、水系、矿藏、动物、植物等生态
条件。
它既不是遥远的宇宙空间环境，也不是我们周围的社会环境，而是自然环境。
实质上，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进入社会存在的自然环境。
地理环境是物质要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物质要素，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和经
常的物质条件，是人们活动的场所，它为社会物质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和能量资源。
但它不是本题规定的“最能集中体现人类社会物质性”的要素。
离开了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地理环境毫无意义。
如果地球上没有人，也就无所谓地球了。
选项c“人口因素”也是社会存在中的三个物质要素之一。
有时容易被误解为是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因素即“人的因素”。
其实，人口因素与人的因素角度完全不同。
同样是人，当作为主体时，指的是物质生活劳动者。
而作为“人口”时，它是指有生命的个人的总和。
人口因素，即人的数量、质量、构成、分布及发展变化状况，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的物质要素，但
是，它也不是本题规定的“最能集中体现人类社会物质性”的要素。
离开了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人口”是不是人都难说。
根据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根据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人类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从自然界的高级
灵长目进化而来的，人类的社会结构也是由于协作劳动的需要由猿群演化而来的。
没有物质生产劳动，人口因素就不成其为人口因素，叫它动物群落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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