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考试大纲

一、基本要求
深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熟练运用其

中的基本概念和重要理论观点认识和分析重大现实问题。

二、选用教材
田克勤主编（新编 21 世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总主编张耀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2016

年 3 月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大纲主要是对教材的梳理概括，请同学们参考大纲、对照教材

章节进行复习，并善于对教材进行归纳总结。

三、大纲内容

总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1. 两个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逻辑前提、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现实背景。

3．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历史地位。

5．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的内在联系？

6．为什么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1．中国革命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发展道路以及基本经验。

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历史地位。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1．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2．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和实质。

3．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中国特色。

4．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5．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的初步确立及其重大意义。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1．对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历史探索。

2．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3．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4．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及其重大意义。

5．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历史探索。

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重大意义。

7.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

8. 为什么说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

9. 为什么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10.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1．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内在缺陷。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3．怎样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5．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理论，对现实生活中个人收入出现差距的现象进行分析。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必要性、主要内容及其重要意义。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
1．为什么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2．为什么说我国的政党制度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



3．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及其基本要求。

4．什么是依法治国？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5．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含义及其辩证关系。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目标、方针及其战略地位。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4．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

5．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4.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5．以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
1．生态文明的内涵。

2．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提出的依据。

3．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4. 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九章 中国特色国家统一的战略构想
1．“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2．“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

3．台湾问题的由来、实质及其复杂性。

4．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

第十章 国际战略与对外交往的理论
1．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2．如何理解和把握当今时代的主题？

3．如何正确认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4．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5.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6. 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形成与发展及其基本内容。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
1．为什么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力量？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

3．如何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4．为什么说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

5．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6．如何理解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十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思想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2．为什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的精髓？

3．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

4．为什么说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和基本方法？

5．独立自主的基本内容。

6. 为什么说独立自主是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必然结论？

7. 统筹兼顾的基本内容。

8. 为什么说统筹兼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