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考试说明

（2023 年修订）

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以下简称“专升本考试”）是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应届毕业生升

入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的选拔性考试，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在高职阶段相

关专业知识、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掌握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利于各普通本科

院校择优选拔，确保招生质量。专升本考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

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思想政治理论》作为专升本考试的公共基础课，其考试说明编制的依据：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教育部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育部党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创优行动”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为指导，教材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

点教材《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3 年修

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

版社、人民出版社）、《时事报告（大学生版）》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专用（中共中央宣

传部时事报告杂志社）等。注重考查考生在高职阶段应知应会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知识、基

本素养和实践应用能力。

一、考核目标与要求

本科目考核立足基础，突出应用，考查考生在高职阶段对于思想政治理论基础知识、基

本素养和实践应用能力的掌握程度,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等内容。具体要

求如下：

（一）思想道德与法治：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法治观教育为主

要内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学的全过程，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帮助学生形

成崇高的理想信念，弘扬伟大的爱国精神，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思想品德修养，

增强学法、用法的自觉性，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行为修养和法治素养。

（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正确认识确立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掌握其精髓和基本内容，

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自觉性。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正确认识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掌握其精髓和基本内容，增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心和自觉性。

（四）形势与政策内容：考试前一年（1月-12 月）至当年考试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宣传

部时事报告杂志社出版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教学要点及国内外重大时政事件，结合

大学生的思想实际，考查学生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

二、考试内容与要求

本科目考试内容包括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等内容共四个部分。主要考查考生识

记、理解和应用三个层次能力。具体考试内容与要求如下：

（一）思想道德与法治（约 30分）



1.担当复兴大任 成就时代新人

（1）识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内涵。

（2）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意义。

（3）应用

①新时代呼唤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②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

2.领悟人生真谛 把握人生方向

（1）识记

①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科学内涵；

②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③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2）理解

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

②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③高尚的人生追求；



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⑤人生价值的评价与实现。

（3）应用

①正确对待人生矛盾；

②反对错误人生观，成就出彩人生。

3.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1）识记

理想、信念的内涵与特征。

（2）理解

①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

②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信心；

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

④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⑤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有机结合。

（3）应用

为实现中国梦注入青春能量。



4.继承优良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

（1）识记

①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

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核心；

③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2）理解

①崇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弘扬者；

③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④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统一；

⑤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

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弘扬爱国主义；

⑦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⑧改革创新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

（3）应用

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②做新时代的忠诚爱国者；



③做改革创新的生力军。

5.明确价值要求 践行价值准则

（1）识记

①价值、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的含义；

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2）理解

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指引；

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著特征；

③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

（3）应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质

（1）识记

①道德的含义；

②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

③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④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



⑤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⑥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⑦恋爱、婚姻家庭中的道德规范；

⑧个人品德。

（2）理解

①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②道德的功能与作用；

③社会主义道德的先进性；

④坚持集体主义原则；

⑤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⑥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

⑦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⑧中国革命道德的当代价值；

⑨正确的恋爱观与婚姻观。

（3）应用

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提升自身道德修养。

7.学习法治思想 提升法治素养



（1）识记

①法律及其历史发展；

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特征；

③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

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

⑤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⑥我国宪法的地位和基本原则；

⑦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⑧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

（2）理解

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意义；

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④建设法治中国；

⑤加强宪法实施与监督；

⑥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3）应用



①依法行使法律权利和依法履行法律义务；

②新时代大学生要不断提升法治素养。

（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约 30 分）

1.导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

（1）识记

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提出；

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

（2）理解

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内涵。

2.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1）识记

①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

②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2）理解

①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

②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3）应用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识记

①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

②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2）理解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内容和重大意义；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应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4.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1）识记

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②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

③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④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2）理解

①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必然性；

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的依据；

③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其理论依据。

（3）应用

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5.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1）识记

①《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基本方针及标志意义；

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

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

④“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



（2）理解

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②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③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

（3）应用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

（1）识记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国际背景；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

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跨世纪发展。

（2）理解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发展；

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时代的新篇章。

7.邓小平理论



（1）识记

①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②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2）理解

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②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发展战略理论；

③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④“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

⑤党的建设理论。

（3）应用

①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②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8.“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识记

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2）理解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3）应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9.科学发展观

（1）识记

①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2）理解

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②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3）应用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约 30分）

1.导论

（1）识记



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的时代课题；

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③“两个确立”的基本内涵。

（2）理解

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时代背景；

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

（3）应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2.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识记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内涵；

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③新时代伟大变革及其里程碑意义。

（2）理解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应用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意义。

3.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识记

①中国梦的基本内涵；

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

③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

（2）理解

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

（3）应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

4.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1）识记

①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②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

（2）理解

①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



②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

（3）应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5.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1）识记

①“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

②坚持人民至上的实践要求；

③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原则和思路。

（2）理解

①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②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3）应用

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6.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1）识记

①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②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③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坚持正确方法论。

（2）理解

①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应用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

7.推动高质量发展

（1）识记

①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②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③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

（2）理解

①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②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③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及其重大意义；

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

（3）应用



①大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

8.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科技、人才战略

（1）识记

①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②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理解

①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

②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

（3）应用

①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意义；

②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9.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1）识记

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③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

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理解

①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③全面发展协商民主。

（3）应用

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

②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

10.全面依法治国

（1）识记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和基本原则；

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

③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工作布局。

（2）理解

①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唯一正确道路。



（3）应用

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

11.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识记

①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2）理解

①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②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3）应用

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2.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

（1）识记

①在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



②提供人民生活品质的主要着力点；

③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

（2）理解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3）应用

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13.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1）识记

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内涵；

②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2）理解

①“生态兴则文明兴”；

②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3）应用

①建设美丽中国的主要任务；

②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14.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1）识记

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

②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

③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2）理解

①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②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3）应用

①构建统筹各领域安全的新安全格局；

②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位置。

15.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

（1）识记

①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②强军目标的科学内涵；

③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安排。

（2）理解

①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②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3）应用

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

16.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1）识记

①“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

②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③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2）理解

①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②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3）应用

中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17.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识记

①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和重要依托；



③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2）理解

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3）应用

①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8.全面从严治党

（1）识记

①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

②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

③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理解

①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②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3）应用

①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②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

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四）形势与政策内容（约 10分）

考试前一年（1月-12 月）至当年考试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事报告杂志社出版的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教学要点及国内外重大时政事件。

三、考试形式与参考题型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全卷满分 100 分。考试不使用计算

器。

（二）参考题型

考试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选择题、辨析题、材料分析题、简答题、

论述题等，也可以采用其他符合学科性质和考试要求的题型。

四、参考书目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思想道德与法治（2023 年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2023 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