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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岭南师范学院 专插本考试大纲

《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Ⅰ、考试内容及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体系及其基本内容的重要课

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主干课程，也是学位核心课程。它在于通过系统的讲授和学习，

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学会用正确的立场、思想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学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的自觉性。本课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课，对于其他课程的学习有先行性、指导性作用。

按照教育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要求，结合我校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学的实际经

验，本大纲要求考生应主要掌握和运用以下知识：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哲学的基本问题

2）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形态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伟大变革的表现

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6）哲学；世界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2、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1）物质的根本属性

2）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3）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

4）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5）物质；运动；意识；实事求是

3、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

1）实践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

2）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

3）实践是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4）实践；主体；客体；自在世界；人类世界

4、联系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基本环节

1）联系的普遍与多样性

2）发展的永恒性及其本质

3）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4）量变与质变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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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肯定与否定及其关系

6）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及其属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

殊性及其相互关系；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7）唯物辩证法：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必然性与偶然性、原因与结果、可能性与现实性

8）联系；发展；规律；矛盾；辩证法；形而上学；

5、认识的本质和过程

1）认识的本质

2）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3）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其辩证关系

4）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5）价值及其客观性和主体性

6）实践；真理；

6、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1）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及其表现形态

2）生产力的构成及其特征

3）生产关系的构成及其特征

4）国家的本质和职能

5）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结构；意识形态；文化；文明

7、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者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3）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4）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

5）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6）社会基本矛盾；全球问题；可持续发展

8、坚持以人为本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1）人的本质

2）人的属性

3）人的价值

4）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

5）人的自由及其与必然的关系

Ⅱ、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本科目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



3

考试时间：120 分钟

试卷题型及分值参见下表。

题号 题型 题量 小题分值 大题分值 总分值

一 单项选择 10 2 分 20 分

100 分

二 名词解释 5 4 分 20 分

三 简答题 5 6 分 30 分

四 论述题 2 15 分 30 分

Ⅲ、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共 1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 分）

1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的本质是（ D ）

A 主观精神的产物 B 客观的精神的显现

C 主体对客体的直观反映 D 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

二、名词解释（共 5 小题，每小题 4分，共 20 分）

11 主观唯心主义

答：主观唯心主义是指在世界本原问题上，认为人的意识是世界的本原的观点。

……

三、简答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16 简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含义及两者的辩证关系

答：（1）感性认识是人们对事物的各个片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反映。理性认识是人们对事物的全体、

本质和内部联系的反映。

（2）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是：第一、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第二、感性认识有待于发

展到理性认识；第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

……

四、论述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21 阐述辩证否定观的主要内容，并以此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

答：（略）……

Ⅳ、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二版），陈先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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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岭南师范学院 专插本考试大纲

《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经济学

Ⅰ、考试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考核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包括导言和基础理论部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

导言和基础理论部分的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主要是马克

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知识。社会主义部分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

通过这门课程的考试，了解考生是否全面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是

否理解和掌握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了解考生能否正确的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当今社会经济生活

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了解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复习和考试内容具体如下：

(一)概念：

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经济规律、商品、使用价值、交换

价值、价值、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货币、价格、价值尺度、

流通手段、纸币、通货膨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超额剩余价值、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资本的扩大再生

产、资本积聚、资本集中、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经济周期、经济

危机、利润、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利息、股票价格、地租、级差地

租、绝对地租、土地价格、垄断、垄断组织、垄断价格、垄断利润、金融资本、金融寡头、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市场、市场体系、

市场机制、宏观经济调控、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发展、经

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外经济关系、对外贸易

(二)问题：

1、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

3、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关系如何？

4、如何理解经济规律的客观性？

5、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如何？

6、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如何？

7、货币是怎样产生的？

货币的本质和职能是什么？

8、商品经济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9、市场经济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5

10、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

11、价值规律有何作用？

12、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具备的条件；

13、剩余价值生产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14、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方法是怎么回事？

15、资本积累的必然性及其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

16、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的关系。

17、分析资本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

18、影响资本周转的因素；

19、加快资本周转速度的意义；

20、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21、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22、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

23、应如何认识经济危机的根源？24、影响利润的因素；

25、利润是如何转化为试述平均利润的？

26、商业资本是如何产生的？

27、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是什么？

28、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是什么；

29、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有何区别？

30、货币政策的三大政策工具。

31、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必然性？

32、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

33、为什么说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3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什么？

35、如何认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必然性？

36、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主体地位？

37、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什么？

38、如何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

39、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因素是什么？

40、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是什么？

42、如何认识我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43、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是什么？

44、试述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和手段。

46、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如何？我国什么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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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我国应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46、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有何重要意义？

47、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有哪些？

48、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坚持的原则是什么？

49、试谈如何解决我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50、我国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措施是什么？

51、试述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必要性。

52、试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依据。

53、开展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作用？

Ⅱ、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2. 考试时间：120 分钟。

3.本课程试卷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一）名词解释。（二）单项选择。（三）多项选择。（四）简述题。（五）材料分析题或论述题。各类

题型分值为：名词解释占 15%、单项选择题占 15%、多项选择题占 20%，简述题占 30%、材料分析题占 20%。

3.试卷难易比例：容易题约 30%，中等难度题约 50%，难题约 20%。

Ⅲ、参考书目

《政治经济学教程》（第七版），宋涛主编，顾学荣 杨干忠副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7

月。

Ⅳ、题型与示例

1.名词解释

例：资本有机构成——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就叫做资本有机

构成。

2.单项选择

例：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 （ B ）

A、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 B、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

C、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矛盾 D、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

3.多项选择

例：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是 ( A C D E )

A、促进经济增长 B、抑制通货膨胀

C、保持物价稳定 D、实现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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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4.简述题

例：简述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关系。

答案要点：（1) 资本积聚是指个别资本家依靠自身的资本积累来增大资本总额；资本集中是指个别资

本通过联合兼并而形成较大的资本。

(2）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有区别也有联系。随着资本的积聚，规模较大的资本有可能兼并别的资本，

从而促进了资本集中；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集中，资本再生产的规模将会扩大，将会有更多剩余价值转

化为资本，从而可以加速资本积聚。两者的区别在于，资本集中可以不受社会财富增长的限制而使个别资

本迅速增大，但却不能增加社会资本的数量。而资本积聚却可以增加社会资本的总量。

5.材料分析题或论述题

材料 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中国耕地面积仅占世界的 7.1％，人口却占 21.3％，人均耕地

面积为世界的 1/4，人均森林面积不足世界的 1/6，人均草原面积为世界的 l/2，石油为 1/10。一些重要矿

产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有 10 多种已探明储量的矿产不能满足需要。

材料 2：据资料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 GDP 增长了 10 倍，而资源消费却增加 40 多倍。特别

是环境污染问题，如工业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三废”日益增多，造成大气污染严重，酸雨增加，

酸雨覆盖国土面积已经达到了 30%，江河湖海污染严重，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

草原退化、土地沙漠化严重，水资源短缺。

材料 3：我国现有人口已经超过 13 亿，而且每年新增人口 1400 万人，差不多等于一个中等国家。预

计 21 世纪中叶将达到 16 亿。

问题：请参照以上材料并结合实际谈谈我国如何实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答案要点：（1）材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了人口增长过快、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

严重等的现象，说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迫切性。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把经济增长、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有机地结合起

来，使人口增长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协调，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2）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我国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和措施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大力提高人口质量。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关系问题，坚定

不移地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同时要做好优生优育工作，发展全民教育、卫生保健事

业，提高国民的素质。

第二，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资源的关系问题，通

过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的环境意识，提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坚持资源开发和节

约并举，把节约资源放在首位，提高资源的综合利和普用效率。

第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一要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二是加强工业污染的控制

和治理；三是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保护农业的生态环境；四是加快水土流失地区的综合治理，提高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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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化率；五要加强节约资源和优化环境的科学研究，积极采用和推广环境保护技术和发展环保产业；六

要完善有关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法律体系，对生态环境要实行严格的法制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