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民族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科目代码： 836

使用学科（类别）专业（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二级学科

………………………………………………………………………

一、考试性质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的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二级学科学生必须学习的基础

性质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大学本科阶段

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线索、基本知识、基本规律以及对马克思

主义发展中主要问题等掌握的状况，进而评价考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运用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素养，为相关专业的学习奠定基

础。

二、考查目标

1.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知识、基本线索、基本规律、

等知识的掌握程度。

2.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理

论发展的基本过程和意义理解程度。

3.考查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重大的理论和

现实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 本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2.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

3. 试卷考查的题型及其比例。

名词解释 40分（5小题，每小题 8分）

简答题 60分（4小题，每小题 15分）

论述题 50分（2小题，每小题 25分）

四、考查内容

（一）导论

1．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象、任务。

2．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

3．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

1．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阶级基础、自然科学前提和理

论来源。

2．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历程。

3．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初

步系统阐述。

4．科学世界观的公开问世：《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理论诞

生的标志。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与《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

1．马克思经济学探索的历程与《资本论》问世。

2．《资本论》中的主要内容：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



本积累、资本流通与周转、经济危机。

3．《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论证。

4．《资本论》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多方面发展

1．马克思主义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同工人运动中机会

主义思想的斗争。

2．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理

论的新发展。

3．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与恩格斯晚年的新发展。

4．《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

5．《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系统阐述。

6．《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7．历史唯物主义书信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五）19世纪和 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1．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与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2．卢森堡、倍倍尔、拉法格、普列汉若夫等人对伯恩斯坦修正

主义理论的批判。

（六）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列宁主义阶段

1．列宁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2．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捍卫与发展。

3．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4．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与十月革命的意义。

5．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思考。

（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的发展及挫折

1．列宁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争论与斯大林对苏联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2．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特点、作用和意义。

3．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和剧变。

（八）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源与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理论。

2．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与争论。

（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1．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十）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1．经济全球化发展及其性质的探讨。

2．经济全球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