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考试大纲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考试大纲是为大连外国语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

研部所招收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入学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

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大学本科阶段专业基础

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

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优秀本科生所能达到的优良水平，以利于该部对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考生择优录取，确保研究生的入学质量。

Ⅰ. 考查目标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考试具有综合性特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总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方面的内容。要求考生不但

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及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而且要系统掌

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Ⅱ.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各部分内容所占总分比例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总论：约 15%

毛泽东思想：约 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约 60%

四、试卷结构

判断辨析题 5小题，每小题 5分，共 25 分



简要回答题 5小题 每小题 10 分，共 50 分

材料分析题 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论述题 3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45 分

Ⅲ. 考查范围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及其关系

（二）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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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

（四）思想路线与理论成果的精髓

1. 实事求是四线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2.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

3.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1. 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2. 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三、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1.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2.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1. 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2. 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1.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其理论依据

2.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

1.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2.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3.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4. 初步探索的其他理论成果

（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1.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

2.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济教训

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和主要特征

3. 科学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六、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一） 社会主义的本质

1.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和科学内涵

2.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意义

（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1.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2.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3. 坚持科学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1. “三步走”发展战略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七、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一）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1.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2.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全面深化改革

1.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2. 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3. 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

（三）扩大对外开放

1. 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

2.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3.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体质改革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4. 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1.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2.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3. 全面依法治国

4.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1.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2.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3.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2. 保障和改善民生

3.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五）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1. 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理念

2.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3.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九、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构想

（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1. 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3.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3. “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4. 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一）外交和国际战略理论的形成依据

1.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2.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

3. 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1.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据和重要意义

2. 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3. 推动建立以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十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1. 一切为了人民

2. 实现共同富裕

3. 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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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3. 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三）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1.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基本任务

2. 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3.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十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理论

（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1.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2.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3.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1.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3. 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三）全面从严治党

1.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2. 坚持四项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3. 加强组织、纪律和作风建设

4.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样卷

一、辨析题（共 5 题，每题 5 分，共 25 分。要求对所给命题或观点进行辨别、

分析，观点正确，言之成理）

1.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两个独立的、毫无关联的理论成果。

2. 改革开放就是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丰富

的。

4.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5. 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主要依靠的是市场经济。

二、简答题（共 5 题，每题 10 分，共 50 分。要求紧扣题意，简明扼要。）

1. 简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基本内容。

2. 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历史性飞跃。

3. 简述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4. 简述社会主义的本质。

5. 简述“一国两制”科学构想。

三、材料题（共 2 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结合所学知识或原理分析材料并

回答问题。）

1、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从 1958 年至 1960 年的 3 的“大跃进”，由于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致使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极其严重困难的

时期。到 1960 年度，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比例失调，全民人民的吃饭、穿衣都成

了大问题。不少地区都发生了浮肿病、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残废等严重情况。这种实

际状况逐步透过左倾思想的封锁，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对此，毛泽东

听说全国城镇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削减定量供应时，也马上宣布要实行三不，即不

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曾连续七个月没有吃一口肉。当时,毛泽东的心

情是十分沉重的，多次作自我批评。1960 年11 月28 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一个发给全党的文件的批语中，以中央的语气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

两遍，他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



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

一定要改正。”在深刻自省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希望能

够以此来制定出一套迅速摆脱困境的方法，也以此来重新探索我国应如何走建设社会

主义的道路。

1961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问题。

他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

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

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情况明决心大，解决问题的措施也比较有力。解放以来特

别是最近几年，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

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江再次强调全党“要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使今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就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重

新看到了他 30 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这使

他感到十分高兴。后来他把这篇文章印发下去作为推动全党大搞调查研究、转变思

想作风的有力武器。

请回答：

（1）从调查研究的角度论述“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意义。

（2）这个故事对我们理解“实事求是”有何启示？

2、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摘自韩世福《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 1940 年 1 月，我在延安马列

学院毕业，留该院任校务处长。这年初秋一个上午，早餐前，学院党总支书记张启

龙、副院长范文澜把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我叫去，

说：“今天请毛主席来学院作报告，由你们接送。膳后你们赶紧到杨家岭接毛主

席。”延安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我这个校务处长几乎一无所有，总不能赶着骡马

去接毛主席来作报告呀！我们四人都感到为情。张启龙说：“毛主席和党中央知道我

们情况，不要紧，去吧。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 从马列学院到杨家岭，少说

也有四五公里，中间横着延水河。我们走了一半路，刚跨上延水河桥头，毛主席就

和我们桥头相遇了。一见到毛主席，我们都愣住了，他来得这么早，脚下的布鞋面

都蒙上了一层灰尘，可见毛主席走得很急。未等我们开口问



好，毛主席抢先问我们：“你们四个风风光光的，要干么子去？”邓力群答道：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主席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

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邓力群解释说：

“是要我们来接毛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毛主席扬起手来摇了摇，说：

“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到这里，毛主

席环顾了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

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

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我们都笑了，

谁也不回话。毛主席也笑了，一个劲地摇头，说：“那才不象话嘛，对不对？皇帝出

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上八抬大轿， 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

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

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

院，十里八里路，十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

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

安作风。”说得我们一个个点头称是。请回答：

（1）为什么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

（2）请论述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

四、论述题（共 3 题，每题 15 分，共 45 分。要求论述紧扣题意，合乎逻

辑。）

1. 试述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定

位。

2. 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价值。

3. 论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

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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