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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考试大纲

（科目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一、考查目标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该课程考核的目的在于考察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

法的理解、掌握及运用水平。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

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教育实际问

题。使用教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版。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该课程考核的目的在于考察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基本了解。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 约 45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 约 15分

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约 15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约 25份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 4 小题，每小题 5分， 共 20 分

简 答： 4 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40 分

论 述： 2 小题，每小题 20分，共 40 分

三、考查范围

（一）哲学部分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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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质范畴及列宁物质定义的重大意义、运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实践范畴及其特征、形式、作用，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

3.发展及其实质、对立统一规律及其包含的主要范畴和辩证原理、

质量互变规律及其包含的主要范畴和辩证原理、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包

含的主要范畴和辩证原理。

4.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主要范畴及其辩证关系（实践、认识、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及其辩证关系、真理及真理的客观性、真理的绝对

性与相对性、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5.辩证关系：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必然性与偶

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一般与个别、综合与分析、归纳与演绎

（二）政治经济学部分

1.商品、商品的价值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商品的价值量及价值规

律

2.资本（定义、类型、周转）及其本质

3.剩余价值（定义、如何生产）、经济危机

4.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经济全球化

（三）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2.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体与政

体、国家、阶级、社会主要矛盾、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

3.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会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率先建成

4.共产主义的特征、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思想内容：八个明确

2.基本方略：十四个坚持

3.十九大确定的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4.四个全面的主要内容

5.中国梦的内涵

6.五大新发展理念

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8.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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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化软实力建设

10.保障和改善民生

11.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1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