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邮电大学 2018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612）》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初试 

满分 150 

考试性质 

初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绪 

3．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4．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二、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1．物质世界和实践 

2．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 

3．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1．认识的本质及规律 

2．真理与价值 

3．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四、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1．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2．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3．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五、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 

1．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矛盾 

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3．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1．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2．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3．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七、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 

1．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2．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 



3．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八、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 

2．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修订版。 

备注 

 

 



重庆邮电大学 2018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819）》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初试 

满分 150 

考试性质 

初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1．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 

（1）基本范畴 

（2）学科特点 

（3）理论体系 

2．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1）理论基础 

（2）主要理论依据 

3．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4．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和社会功能 

（1）战略地位 

（2）社会功能 

5．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和规律 

（1）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及其规律 

（2）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构和特点 

（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矛盾和规律 

6．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 

（1）正确分析和认识职工的特点 

（2）正确分析和认识农民的特点 

（3）正确分析和认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特点 

7．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1）目标确立的依据 

（2）目标的类型与特性 

（3）目标的内容及实验 

（4）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8．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艺术 

（1）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主要实施方法：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疏导教育法；典型教育法；思想转

化法；心理咨询法；鼓励教育法 



（2）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 

9．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1）管理载体 

（2）文化载体 

（3）活动载体 

（4）大众传媒载体 

10、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 

（1）宏观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2）微观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1、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 

（1）标准及原则 

（2）可行性和指标体系 

（3）具体方法 

12、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及培养 

（1）素质结构 

（2）素质培养 

13、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和管理 

（1）领导体制 

（2）科学管理 

 

参考书目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陈万柏  张耀灿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备注 

 

 



重庆邮电大学 2018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F05）》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复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复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四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第五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第六章  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本质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第一节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第二节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第三节  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第一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第二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第三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五节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第九章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 

第一节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第二节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第一节  外交和国际战略理论的形成依据 

第二节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十一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理论 

第一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 

第三节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第四节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第十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理论 

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第二节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参考书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修订版。 

备注 

 

 



重庆邮电大学 2018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J16）》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加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加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珍惜大学生活，开拓新的境界 

1.认识并尽快适应大学新生活 

2.认清当代大学生所肩负的历史新使命，并明确其成才目标 

3.学习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的重要性 

二、追求远大理想，创造人生价值 

1.掌握理想和信念的概念、特征； 

2．认识理想信念在人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4．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5．人生观、价值观的构成（内容），人生目的是人生观的核心。 

6．马克思主义对人生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7．人生价值的评判标准。 

8．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关系 

9．各种错误人生观的辨析和批判 

 三、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纪守法  

1、明确法律内涵，了解法律体系和运行，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2、了解法律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 

3.法律的特征； 

4.法律思维方式。 

5、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6、民事主体制度 

7、犯罪的概念、故意犯罪的形态、排除犯罪的事由 

四、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 

1．道德的内涵 

2．大学生诚信建设 

3．社会公德的内涵和主要内容 

4．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5．爱情的本质和恋爱的道德要求 

6．家庭道德的基本内容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 

五、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 

1．把握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了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认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

时代价值； 

2．明确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是统一的，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的形势下更要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3．自觉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进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做忠诚的爱国者； 

4．了解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握弘扬改革创新精神的基本要求，把弘扬时代精神与弘扬民族精

神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书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修订版 

备注 

 

 



重庆邮电大学 2018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J19）》考试大纲 

命题方式 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类别 加试 

满分 100 

考试性质 

加试 

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 

闭卷 

试卷结构 

考试内容和要求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考核知识点 

1、军事侵略 

2、政治控制 

3、经济掠夺 

4、文化渗透 

 

第二节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考核知识点 

1、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2、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考核知识点 

1、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2、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考核知识点 

1、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2、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考核知识点 

1、洋务事业的兴办 

2、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考核知识点 

1、戊戌维新运动 

2、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考核知识点 

1、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2、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3、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一、考核知识点 

1、封建帝制的覆灭 

2、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考核知识点 

1、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2、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考核知识点 

1、北洋军阀的统治 

2、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3、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4、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 

一、考核知识点 

1、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考核知识点 

1、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2、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考核知识点 



1、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2、 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3、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考核知识点 

1、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2、 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3、 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考核知识点 

1、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2、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第二节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一、考核知识点 

1、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2、抗战与救亡运动 

3、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4、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第三节 国民党与抗战的正面战场 

一、考核知识点 

1、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2、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考核知识点 

1、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2、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3、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4、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5、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6、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一、考核知识点 

1、抗日战争的胜利 

2、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3、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第一节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自卫战争 

一、考核知识点 

1、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2、国民对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一、考核知识点 

1、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2、土地改革和农民的广泛发动 

3、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一、考核知识点 

1、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2、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3、第三点条道路的幻灭 

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第四节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一、考核知识点 

1、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2、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3、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一、考核知识点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2、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考核知识点 

1、工业化的任务与发展道路 

2、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节    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一、考核知识点 

1、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2、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4、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一、考核知识点 

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2、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考核知识点 

1、“大跃进”及其纠正 

2、“文化的革命”的十年 

3、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一、考核知识点 

1、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2、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3、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4、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一节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考核知识点 

1、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2、改革开放的起步 

3、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一、考核知识点 

1、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2、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推进 

 

第三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断 

一、考核知识点 

1、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 

2、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第四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考核知识点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行动纲领的制定 

2、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3、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4、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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