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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综合）》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 考试性质和要求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综合）》是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

考试对象为参加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的考生。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 分钟 

（三）科目满分值：150 分 

（四）考试题型和比例 

本考试采用主观试题的形式，包含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或材料分析题等注重考察考生对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掌握程度，考核考生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名词解释                   约 27%   

简答题                     约 40%   

论述题或材料分析题    约 33%    

（五）试卷内容结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约占 5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约占 50% 

（六）参考书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第二部分   考查要点 

 

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1.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 

2.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3.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4.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二、世界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 

1.世界的统一性 

2.物质决定意识 



 3 

3.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 

4.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5.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6.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7.在实践中不断增强思维能力 

三、实践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 

1.科学的实践观 

2.能动的反映论 

3.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4.认识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5.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6.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7.认识论与思想路线 

四、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2.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 

3.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 

4.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5.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6.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7.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8.人民群众和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五、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 

1.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2.劳动价值论及其意义 

3.资本原始积累 

4.剩余价值论及其意义 

5.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六、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1.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特点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实质 

3.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及影响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实质 

5.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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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七、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 

1.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2.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 

3.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 

4.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5.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开拓前进 

八、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 

1.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方法论原则 

2.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3.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必然性 

4.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长期性 

5.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系 

九、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1.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3.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十一、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1.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2.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3.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十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1.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2.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十三、邓小平理论 

1.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2.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 

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十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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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十五、科学发展观 

1.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2.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3.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十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十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十八、“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3.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4.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5.建设美丽中国 

十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全面深化改革 

3.全面依法治国 

4.全面从严治党 

二十、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2.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二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1.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2.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十二、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2.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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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 考试性质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是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考试对

象为参加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的考生。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180 分钟 

（三）科目满分值：150 分 

（四）考试题型及比例 

名词解释：  20% 

简答题：  40% 

论述题：    40% 

（五）试卷内容结构 

思想政治教育核心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及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 

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六）参考书目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万柏，张耀灿，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7 月版（2018.1 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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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考查要点 

 

第一章：绪论 

  1．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相关概念和研究对象 

  2．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 

  3．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借鉴 

  1．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依据。 

  2．思想政治教育学与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区别。 

第三章：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功能 

1．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2．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性功能 

  3．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功能 

第四章：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任务 

  1．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及确立依据 

  2．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及确立依据 

  3．完成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基本要求 

第五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1．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点 

  2．宏观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3．微观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4．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 

第六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及其规律 

  1．思想品德、思想品德结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内涵 

  2．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过程及规律 

  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特征 

  4．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矛盾 

  5．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 

第七章：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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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特征和主要素质 

  2．科学认识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方法 

  3．青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 

  4．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关系的特征及意义 

第八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1．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要求 

  2．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法制观、道德观教育的基本内容 

 第九章：思想政治教育原则 

  1．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确立依据和基本特征 

  2．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原则 

 第十章：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艺术 

1．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2．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要求 

  4．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含义及主要艺术 

 第十一章：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1．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含义、形态、特征 

  2．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 

 第十二章：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1．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内涵、特征和基本手段 

  2．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基本模式和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