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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共科目 

第一章 基础知识部分 

第一节 时政考点 

一、二十大概况 

2022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2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召开。主要内容： 

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二、二十大报告主要内容 

1.大会主题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三个务必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3.十年来，我们经历的三件大事 

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4.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

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5.归根到底是两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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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

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6.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7.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8.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9.牢牢把握五个重大原则 

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10.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1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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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 

1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13.五个“必由之路”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4.十年来的成就 

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 

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稳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 

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 

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 

交通建设：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一万亿元增加到二万八千亿元，居世界第二位 

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 

对外贸易：我国成为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

一。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七十八点二岁 

第二节 政治考点 

一、马克思经典著作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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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它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标志。

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

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

圣经”。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1.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坚持唯

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合理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了唯物论和

辩证法的统一以及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

动的“资本”所剥削。 

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

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 

3.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阐明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

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的

掘墓人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 

三、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点的基本问题。 

（1）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指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就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 

（2）社会意识 

1.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是社会存在的总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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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1）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同步性 

（2）社会意识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具有不平衡性 

（3）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 

（4）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5）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1.经济基础：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2.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

度和设施等的总和。包括两个部分： 

（1）政治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主要包括军队、警察、法庭、

监狱、政府机构和政党、社会集团等。在政治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权居于核心地位，对其他

要素起支配作用。 

（2）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意

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阶级性和独立性。 

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进作用或阻碍作用），上层建

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 

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形成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 

第一，劳动者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 

第二，劳动者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

必需的物质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形式上是“自由”、“平等”的买卖关系，而实质上是资

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购买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是劳动力商品

的使用价值，它本身并不是商品。劳动力商品具有能创造比自身价值大的价值的特点，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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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此，资本家才购买劳动力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六、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其新的变化有： 

1.国家资本所有制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资

本所有制形式。 

2.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资本家开始采取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激励制度：

职工参与决策、终身雇佣、职工持股、建立并实施普及化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 

3.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很大变化，高级职业经理成为大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

者，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动方式发生了新变化。 

4.在经济调节机制方面，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政治制度出现多元化的

趋势，公民权利有所扩大，法制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改良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日

益扩大。 

七、空想社会主义 

1.空想社会主义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16—17 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18世纪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 

19 世纪初期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

想来源。 

2.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点： 

他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一种“历史谬误”、“人世间的祸害”，必须尽快代之

以最好的社会制度； 

对资本主义旧制度进行了辛辣批判，有着许多击中要害的见解； 

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描绘，闪烁着诸多天才的火花。 

3.空想社会主义的缺点： 

空想社会主义者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却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

济根源； 

要求埋葬资本主义，却看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 

憧憬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却找不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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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阶段 

1.时间：1921—1927，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到国民革命时期。 

2.代表作： 

1925 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

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1926年《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肯定农民的作用及党领导农民革命的重要性。 

九、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阶段 

1.时间：1927—1935，土地革命战争的前、中期。 

2.代表作： 

1928 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提出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原因和主客观

条件。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实际上否定了“城市中心论”，确立了要以“乡村为中心”的观念，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

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 

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党内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提出思想路线的文献。它已经包

含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的基本因素。 

十、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阶段 

1.时间：1935—19455，土地革命战争的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2.代表作： 

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40 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

的成熟。 

1939 年《<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三大法宝的理论体系；提出建立一个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政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思想原则。 

1941 年 5 月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

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是延安整风的最主要任务。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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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作出科学解释，或者科学含义。 

十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的社会。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 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从新民主

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

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性的社会，是中国由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中介和桥梁。 

十二、邓小平理论主要内容 

1.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共同

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2.“三个有利于”标准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

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

国因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而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概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

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 

4.改革开放 

十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核心要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也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2.丰富内涵 

2021年 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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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作了进一步概括。 

第一，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第二，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

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第四，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 

第五，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六，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第七，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第八，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

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第九，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十，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

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军队文职 

 第 10 
 

第三节 经济考点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1.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

益尖锐起来。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这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为科学揭示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2.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掀开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新篇章，三大工人运动虽然最后都

以失败而告终。工人运动呼唤科学理论的指导 

3.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做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对未来

社会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设想。他们的思想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一同成为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4.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充满艰辛和斗争的过程。《资本论》

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二、劳动力商品 

劳动力成为商品也具有商品的二因素：价值和实用价值。 

1.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三个部分组成 

（1）维持劳动者本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2）维持劳动者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3）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 

2.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 

劳动力是进行生产劳动的能力，它的消费或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则会形

成新的价值。 

3.二者关系 

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价值。 

劳动力商品具有能创造比自身价值大的价值的特点，正因为如此，资本家才购买劳动力

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三、商品的二因素 

商品的二因素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1.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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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自然属性） 

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社会属性/本质属性） 

2.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 

① 二者相互依存，共处于商品这个统一体中； 

②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③ 使用价值反映了商品的自然属性，而价值反映了人们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属性。因

此，二者存在对立的一面，相互排斥。 

四、劳动二重性 

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属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1.具体劳动：是指人们在各种特定的具体形式下所进行的劳动。 

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体现了劳动的自然属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2.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撇开劳动的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 

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是劳动的社会属性，反映了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3.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的关系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的二因素：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

成商品的价值。 

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它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其

它一系列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五、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 

1.绝对剩余价值 

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而生产的剩余

价值。  

2.相对剩余价值 

①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

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 

②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的结果。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个别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而实现的。 

六、资本的循环 

产业资本在它的循环运动过程中，依次经过三个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联系依次采取三

种职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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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为购买阶段。货币在这个阶段已不是一般的货币，而是以货币

形态存在的资本即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后，资本变为生产资本。 

产业资本循环的第二阶段为生产阶段。在这个阶段，原来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

合，生产出商品，产业资本得到新形态即商品资本。 

产业资本循环的第三阶段为售卖阶段。在这个阶段，产业资本家把生产出来的已经包含

剩余价值的商品销售出去，换回一定数量的货币。由于它包含剩余价值，因而是已经发生了

价值增值的货币资本。 

 

七、资本周转 

资本周转是指不断重复、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过程。考察资本周转，主要是揭示资本周

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1.资本周转速度的快慢，影响预付资本的数量（负相关） 

在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资本周转速度越快，预付资本的数量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2.资本周转速度的快慢，影响年剩余价值的数量（正相关） 

在全部预付资本中，只有可变资本才能带来剩余价值。资本周转速度越快，一般来说，

可变资本的周转速度也就随之越快，因而一定数量的可变资本就可以发挥越大的作用，剥削

越多的劳动力，从而创造越多的剩余价值。 

3.资本周转速度的快慢，影响年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正相关） 

年剩余价值率为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和一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总量的比率。 

资本周转速度越快，年剩余价值率就越高；反之，则年剩余价值率越低。 

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经济危机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经

济危机期间最根本的现象和典型特征是商品生产过剩。其他许多现象，如生产下降、工

厂倒 闭、工人大量失业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生产过剩这个根本特征引起的。 

经济危机的根本特点是商品生产过剩，但这种过剩并非与劳动者的实际需要相比

的生 产绝对过剩，而是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即与劳动者的货币购买力相比

的生产相 对过剩。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2.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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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当这个矛盾达到十分尖锐化的程度时，就会

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可通过这个矛盾的具

体表现反映出来。 

九、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条件 

1.三个“制度”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  

（2）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经

济体制的动力机制。 

（3）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2.三个“体系”  

（1）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

系的最基本内容，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  

（2）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3）健全和完善的法律体系。 

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要点 

1.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 

2.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3.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增强活力是搞好国有企业的本质要求，加强监

管是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保障，要切实做到两者的有机统一。 

4.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守的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 

5.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采用的科学方法。 

十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和特征 

社会保障体系的由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安置等各项不同性质、

作用和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 

1.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实现社会保障的基本纲领。 

（1）社会保险的目的是保障被给付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属于基本性的社会保障；（2）

社会保险的对象是法定范围内的社会劳动者；（3）社会保险的基本特征是补偿劳动者的收入

损失；（4）社会保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用人单位（雇主）、劳动者（雇员）依法缴费及国家

资助和社会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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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是实现社会保障的最高纲领和目标。 

（1）它的目的是增进群众福利，改善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它把社会保障推上最高阶

段。（2）社会福利基金的重要来源是国家和社会群体。 

3.社会救助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最低层次，是实现社会保障的最低纲领和目标。 

（1）社会救助的目的是保障被救助者的最低生活需要；（2）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是失

业者、遭到不幸者；（3）社会救助的基本特征是扶贫；（4）社会救助的基金来源主要是国家

及社会群体。 

4.社会优抚安置是社会保障的特殊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特殊纲领。 

（1）社会优抚安置目的是优待和抚恤；（2）社会优抚的对象是军人及其家属；（3）社

会优抚的基本特征是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待；（4）社会优抚的基金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 

 

第四节 人文与社会考点 

一、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指基督教在 16 世纪至 17世纪经历的一次改革，是一场披着宗教外衣的资

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宗教改革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 

1.代表人物有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 

2.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兜售赎罪券，写有九十五条论纲； 

其思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 

其改革是一场在宗教外衣掩饰下发动的反对封建统治和罗马教会神权统治的政治运动。 

二、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西欧资产阶级在 17—18 世纪为反对封建专制而发起的以宣传理性为中心

的运动，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继文艺复兴后的又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1.覆盖领域： 

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

教育学等。 

2.代表人物： 

英国的霍布斯、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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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伏尔泰、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

会契约论》）、狄德罗（百科全书派）； 

德国的康德 

三、《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 

1.《独立宣言》（1176年颁布，宣布美国独立） 

向世界宣告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断绝一切隶属关系和政治联系，成立自由独立的国

家。表达了北美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心声，标志着美国的诞生。 

2.《人权宣言》（1789年颁布，宣告人人平等） 

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宣称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

的人权，阐述了权力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 

四、联合国 

1.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1945年 10月 24 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标志着联合国正式成立。

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

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

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3.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瑞士日内瓦设有联合国欧洲办事处。联合国

共有六种工作语言，分别为英语、法语、俄语、汉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 

4.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机关，也是联合国中

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的机关。 

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 

五、《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基本大法，它既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

置，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

本原则和方法。 

1.1945 年 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

举行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组建联合国，并定于 4月 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

合国国际性会议”，讨论和制定《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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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国宪章》除序言和结语外，共分 19章 111条，国际法院规约是《联合国宪

章》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宪章》于 1945年 6月 26日在旧金山会议上签署，于 1945年

10月 24日正式生效。 

3.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出席了这

次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4.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表决采取每一理事国一票。对于程序事项决议的

表决采取 9个同意票即可通过。对于非程序事项或称实质性事项的决议表决，则不仅要求

达到 9个同意票，还要求“大国一致”，即没有任一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 

六、中国经典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著作 

1.《孙子兵法》——〔中国〕孙武 

孙武，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列为《武经七书》

之首。《孙子兵法》的问世，标志着独立的军事理论从此诞生，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 

2.《论持久战》——〔中国〕毛泽东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于 1938 年 5月至 6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稿。《论持

久战》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对战争的根本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制订了指导抗

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七、外国经典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著作 

1.《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

场战争。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修昔底德详细地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事件。《伯罗奔尼撒战

争史》中注重军事和政治的撰史传统，对欧美军事历史写作有深远影响。 

2.《高卢战记》——〔古罗马〕恺撒 

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以战地指挥官的身份对该战争进行了详细地记载，属于第一手资

料，体现了当时战争的形态、作战的目的、战争的性质，为后来的军事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素

材。 

3.《战争论》——〔普鲁士〕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对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发生的“拿破仑战争”和欧洲各国民族

解放战争的丰富历史经验，作出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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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的继续”的著名论断。 

《战争论》首次把西方军事思想综合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大大推动了军

事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4.《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美国〕马汉 

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划时代地提出了“海权”的概念，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

家兴衰的最高战略层面。马汉的海权论思想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集中反映了世界主要军事

大国对海洋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自马汉去世以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战略格局的变

化，已充分验证了海权论的观点。 

5.《制空权》——〔意大利〕朱里奥·杜黑 

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制空权理论，预言空中战场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场。《制空权》

主要论述了空中战争、空军的组织、制空权、独立航空与辅助航空、军用航空与民用航空等。

杜黑根据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运用，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空军建设和作战的理论。 

第五节 法律考点 

一、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就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 

依是否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作标准，可以将法律事实大体上分为两类，即法律事件和法

律行为。 

1.法律事件是法律规范规定的、不以当事人的意志力为转移而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

或消灭的客观事实。 

2.法律行为可以作为法律事实而存在，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因为人们

的意志有善意与恶意、合法与违法之分，故其行为也可以分为善意行为、合法行为与恶意行

为、违法行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都可以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二、著作权的保护 

1.保护的原则 

我国对作品实行自动保护原则，作者在作品完成时即取得著作权，受法律保护。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

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 

http://baike.baidu.com/view/5124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0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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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 

2.保护的期限 

著作人身权除发表权外，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发表权

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死亡后 50年，截止于第 50年的 12月 31日。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由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其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 50 年，截止于作品创作完成后第 50 年的 12 月 31 日，

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 50 年内未发表的，不再给予保护。 

视听作品，其发表权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创作完成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 

三、专利权 

1.专利权的客体 

发明专利：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解决某一特定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组合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色彩或其组合作出的富有美感的

并适用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2.保护期限 

发明的期限为 20 年，实用新型的期限为 10年，外观设计的期限为 15年。 

四、关于劳动合同中试用期的规定 

试用期属于劳动合同的约定条款，由当事人确定，但要遵守下列原则： 

1.试用期的时间 

劳动合同期限时间为 3个月以上不满 1年的，试用期不超过 1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时间为 1年以上不满 3年的，试用期不超过 2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时间为 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试用期不超过 6个月。 

2.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或期限不满 3个月的，试用期不得约定。 

3.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4.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五、国务院的国防职权 

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行使下列职权： 

1.编制国防建设发展规划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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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国防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和行政法规； 

3.领导和管理国防科研生产； 

4.管理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 

5.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和人民防空、国防交通等方面的建设和组织实施工作； 

6.领导和管理拥军优属工作和退役军人保障工作； 

7.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领导民兵的建设，征兵工作，边防、海防、空防和其他重大安

全领域防卫的管理工作； 

8.法律规定的与国防建设事业有关的其他职权。 

六、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国防职权 

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行使下列职权： 

1.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 

2.决定军事战略和武装力量的作战方针； 

3.领导和管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建设，制定规划、计划并组织

实施； 

4.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5.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6.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体制和编制，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

关部门、战区、军兵种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等单位的任务和职责； 

7.依照法律、军事法规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武装力量成员； 

8.决定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体制，制定武器装备发展规划、计划，协同国务院领导和管

理国防科研生产； 

9.会同国务院管理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 

10.领导和管理人民武装动员、预备役工作； 

11.组织开展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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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岗位能力部分 

第一节 言语理解与表达 

考点 1 概括类题 

一、判别标志 

主要、主旨、主题、核心、中心、概括、强调、表明、复述、意在、想等。 

二、解题切入点： 

（一）关联词语 

关系 标志词 

递进关系（重点在后） 
不但……而且……、更、甚至、更重要的是、关键的是、

核心的是等 

转折关系（重点在后） 然而（而）、不过、其实、实际上、事实上等 

因果关系（重点在后） 
所以、故而、因此、可见、总而言之、导致、造成、致

使、使得、使等 

必要条件 应该、应当、务必、除非、必须、需、亟需、亟待 

并列关系 同时、也、又、有的……有的…… 

（二）行文脉络 

总—分—总结构 
①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重点）。 

②提出观点—论证观点—重申观点（重点）。 

总—分结构 
提出观点（重点）—论证观点（分析原因、举例证明、

正反论证、援引论证）。 

分—总结构 
①列举现象—提出观点（重点）。 

②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重点）。 

分—总—分结构 
背景铺陈、原因阐释、引用观点—提出观点、对策（重

点）—反面论证、分析原因、举例论证。 

分—分结构 并列加和或综合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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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 细节类题 

一、判别标志 

下列说法中正确/不正确/错误/符合/不符合文意的一项； 

根据上文可以/不能得出。 

二、重要考点 

偷换范围 易扩大——所有、都、全部；易缩小——没有、无、唯一 

偷换程度 不确定——几乎、也许；确定——绝对、总是 

偷换对象 省略对象修饰语；更换对象 

偷换逻辑 
偷换并列关系；必要、充分条件混淆；颠倒因果或强加因果；肯否矛

盾 

偷换时态 过去时——已、曾经；进行时——现在、着；将来时——将、要 

无中生有 无关选项 

三、题目变型 

① 查找原因：原因——因为、由于；结论——因此、所以。 

② 查找其他：目的——为了、以；作用——能够、用来；途径——通过、依靠。 

考点 3 连贯类题 

题型 提问方式 解题思路 

语句衔接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

的句子是 

1.首选形式——关联词语/句式一致 

2.兼顾内容——话题一致/前后呼应 

下文推断 

作为文章的引言，该

文章最有可能谈的是 

作者接下来最有可能

主要介绍的是 

1.结合文段，重点分析尾句 

2.主题一致 内容连贯 

3.排除前文出现过的内容 

语句排序 

将下列句子按语序先

后排列的最连贯的一项是 

将以上 6 个句子重新

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1.从选项入手——确定首句——多数留存/发

语结语 

2.回原文分析——内容连贯——关联词语/时

间顺序/空间顺序/话题衔接 

3.【发语结语】发语词汇：援引观点、背景铺

垫、设问等  

非发语词：反面论证（否则、不然、如果不、

如果没有等）；补充类表述（当然、也、又等）；指

代类表述（这、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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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类表述/结语词（因此、所以、于是、因

而、总之、可见、 最终、终于、综上所述等）     

考点 4 逻辑填空类 

一、判别标志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二、做题技巧 

○1 感情色彩○2 语意轻重○3 表达风格○4 搭配范围○5 语素差异○6 关联词语○7 语境信息 

考点 5 语句表达类 

题型 提问方式 解题思路 

病句辨析 
下列各句中，有/

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①句子成分搭配不当 

②句子成分残缺或多余 

③语序不当 

④逻辑矛盾 

⑤搭配不当 

歧义句辨析 
下列语句中有/

没有歧义的一句是 

①词汇歧义 

②语法歧义： 

a.定语修饰指代不清 b.主谓搭配歧义 

c.语义关系含糊歧义 d.指代不明歧义 

③语音歧义： 

a.语调歧义 b.轻重音歧义义 

考点 6 标点符号类 

一、判别标志 

填入划线处的合适的标点符号是； 

下列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项是 

二、常见标点符号及使用 

标点符号 使用方式 

逗号（，） 
①一句话中间的停顿 

②间接的引用，如：曾经记得某人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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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号（；） 一句话中间的并列分句的停顿 

顿号（、） 一句话中间的词或短语的停顿 

冒号（：） 

①表示下面是引用的话 

②用在总起用句后面，表示提示下文 

③用在总结句前面，表示总结上文 

句号（。） 陈述句或语气较缓慢的祈使句完了之后的停顿 

问号（？） 用在问句完了之后 

感叹号（！） 
语气较强的祈使句和感叹句完了之后的停顿（某些感情强烈的

反问句后也可使用） 

双引号（“”） 

①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用引号标示 

②需要着重论述的对象，用引号标示 

③具有特殊含意的词语，也用引号标示 

单引号（‘’） 
引号里面还要用引号时，外面一层用双引号，里面一层用单引

号 

括号（）【】[]

〔〕 

行文中注释性的文字，用括号标明 

破折号形式为"—

—" 

①行文中解释说明的语句 

②话题突然转变 

③声音延长，象声词后用破折号 

④事项列举分承，各项之前用破折号 

省略号（……） 

①引文的省略，用省略号标明 

②列举的省略，用省略号标明 

③说话断断续续，可以用省略号标示 

书名号（《》<>） 

①歌曲名、书名、篇名、报纸名、刊物名等，用书名号标示 

②书名号里边还要用书名号时，外面一层用双书名号，里边一

层用单书名号；少数情况下，出现三层书名号时，最里一层书名号

用双书名号 

③注意：书名号与书名号之间不需要任何标点符号 

④不用书名号的情况：专栏名、专题名、丛书、单位等名称不

能用；不能视为作品的课程、课题、奖品奖状、商标、证照、组织

机构、会议、活动等名称，不应用书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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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判断推理 

考点 1 图形推理 

考点 解题思路 

位置类 
图形组成元素完全相同时，优先考虑看位置。位置变化的形式有平

移、旋转和翻转三种。 

样式类 

图形组成相似时，优先考虑看样式。样式变化的形式有遍历、运算两

种。其中，运算又包含 4个考点：叠加（包含普通叠加和定义叠加）、相

减、求同、求异。 

数量类 

图形组成不同时，可以考虑数量类。此考点考查形式较多，可以总结

为以下 5种情况： 

①点（交点（曲直交点、切点等）、出头点）； 

②线（直线、曲线、平行线、一笔画及多笔画）； 

③角（锐角、直角和钝角的度数、数量等）； 

④面（主要考查封闭面的个数，偶尔涉及面的面积大小，图形中最大

与最小面之间的相似性）； 

⑤素（元素个数、种类数、部分数）。 

⑥点线角面素的加减乘除运算 

主要考查某一个切入点的加减法，偶尔考到两个不同的切入点之间

的加减法，比如图形中的交点与图形的封闭面做减法形成规律。 

属性类 

图形组成既不相同也不相似的时候，考虑属性类规律。常见属性有对

称性、曲直性、开放封闭性。其中对于对称性的考查方式多样，可以从对

称形式、对称轴数量、对称轴方向及对称轴与原图形的关系的方面进行考

查。 

功能类 
题目中通常有特定的小元素进行标记时，考虑功能类规律。功能元素

可能为以下三种：功能点、功能箭头、功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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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体 

①相对面的特性：有且只能看到一个面。 

②相对面的判定方法：a.一字型相隔排列；b.Z 字型两端。 

③相邻面的特性：相对位置保持不变。 

④相邻面的判定方法：a.有公共边；b.一行或一列有四个面，最两端

的两个面；c.L型结构。 

⑤解题技巧：时针法、箭头法、移面法。 

视图 视图主要考查的是立体的三视图，即：主视图、侧视图和俯视图。 

截面图 

截面图是指用一个平面去截一个多面体，此平面与多面体相交得到

的平面图形。 

【注意】正方体的截面不可能是直角三角形。 

圆柱的截面不可能是梯形。 

正四棱锥切不出长方形。 

考点 2 定义判断 

要想做好定义判断的题目，需要考生注意以下几点： 

（1）考生要想尽快读懂题目，要学会从题目中快速提取“关键信息”，以“关键信息”

作为判断依据可以迅速找到题目的突破点。 

（2）针对部分不易理解的定义，结合选项进行分析也是帮助理解定义的一种更有效的

方法。 

（3）针对部分题目中的选项进行比较，选出“最适合”的选项，考生要选择的选项可

能并非百分之百符合定义，应通过比较排除那些明显违背“关键信息”的选项。 

考点 3 类比推理 

考点 解题思路 

外延关

系 

①全同：A就是 B，B就是 A，二者指代同一事物，通常以古今差异、

中外音译、自称他称、雅称和俗称的形式呈现； 

②并列：分为矛盾关系（如生与死）、反对关系（如苹果与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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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包容：分为种属关系（如苹果与水果）、组成关系（如车轮与汽车）； 

④交叉：有的 A是 B，有的 B是 A； 

⑤全异：A不属于 B这一类。 

内涵关

系 

①属性：包含必然属性（如盐与咸）、或然属性（如花与红）； 

②条件：必要条件（如水与农业）、充分条件（如下雨与地面湿）； 

③对应：材料、作用（功能）、对象（人物）、理性、顺承、因果。 

语法关

系 

①主谓：如医生与诊断； 

②动宾：如诊断与病人； 

③主宾：如医生与病人； 

④偏正：如鲜艳与花朵。 

语义关

系 

①近义：如愉快与高兴； 

②反义：如聪明与愚蠢； 

③比喻象征义：如荆棘象征着困难。 

考点 4 逻辑判断 

题型 解题思路 

分析推

理 

①题干条件确定：优先排除法、最大信息法； 

②题干条件真假不定：确定信息优先法、代入法。 

翻译推

理 

如果…就，前推后；只有…才，后推前。 

A且 B：全真为真，一假即假；A或 B：一真即真，全假为假。 

逆否定理：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否前肯后无必然结论。 

摩根定律： 

—（A且 B）=—A或—B； 

—（A或 B）=—A且—B。 

去括号，分负号，且变或，或变且。 

真假推

理 

常见六组矛盾关系： 

①A  与  —A； 

②所有的 A都是 B  与  有的 A不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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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所有的 A都不是 B  与  有的 A是 B； 

④A→B  与  A且—B； 

⑤ A且 B 和 —A或—B 

⑥ A或 B 和 —A且—B 

结论：矛盾关系中必有一真，必有一假。 

常见两组反对关系： 

①所有的 A都是 B  与  所有的 A都不是 B； 

②有的 A是 B  与  有的 A不是 B； 

结论：两个“所有”必有一假，两个“有的”必有一真。 

归纳推

理 

四大原则： 

①话题一致原则； 

②整体优先原则； 

③从弱原则； 

④就近原则。 

三大错误： 

①偷换概念； 

②无中生有； 

③夸大事实。 

论证 

①因果类论证： 

论点呈现“因为 A所以 B”的形态； 

加强方法：别无他因、对比实验（有 A有 B，无 A无 B）； 

削弱方法：因果倒置（力度最强）、另有他因、对比实验（有 A有 B，

无 A有 B；有 A有 B，有 A无 B）。 

②非因果类论证： 

论点不存在“因为 A所以 B”这种因果关系； 

加强方法：加强论点、加强论证（力度最强）、加强论据； 

削弱方法：否定论点、否定论证、否定论据； 

从力度大小划分：否定论点>否定论证>否定论据。 



                                                    军队文职 

 第 28 
 

考点 5 事件排序 

本类题目难度较小，考生只要掌握以下几个步骤即可，解题思路如下： 

1.先看选项：根据选项选出可能的首句； 

2.确定首尾：通过比较确定首句，排除部分选项； 

3.寻找逻辑：将除首尾句以外的其他句子根据逻辑进行排序，进而排除选项； 

4.选定答案：排除以上选项后，选定正确选项。 

第三节 数量关系 

考点 1 数字推理 

一、整体思路 

 

二、分数数列 

 

三、幂次数列相关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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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0以内数的平方： 

1 4 9 
1

6 

2

5 

3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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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8

1 

1

00 

1

21 

1

44 

1

69 

1

96 

2

25 

2

56 

2

89 

3

24 

3

61 

4

00 

4

41 

4

84 

5

29 

5

76 

6

25 

6

76 

7

29 

7

84 

8

41 

9

00 

2. 10以内数的立方： 

1 8 2

7 

6

4 

1

25 

2

16 

3

43 

5

12 

7

29 

1

000 

3. 2、3、4、5、6的多次方： 

2的 1-10次幂： 2、4、8、16、32、64、128、256、512、1024 

3的 1--6次幂： 3、9、27、81、243、729 

4的 1--5次幂： 4、16、64、256、1024 

5的 1--5次幂： 5、25、125、625、3125 

6的 1--4次幂： 6、36、216、1296 

四、特殊数列情况 

 

考点 2 数学运算 

一、基础计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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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公式 

等差数列 

通项公式：
dnaan )1(1 −+=
 

级差公式：

1- -
-1 -

n n ma a a ad
n n m

= =
 

求和公式：
n

aa
S n

n ×
+

=
2

1

=平均数×项数=中位数×项数 

 

等比数列 

通项公式：
1

1
−×= n

n qaa
（其中 1a 为首项，q 为公比，q≠1） 

求和公式： q
qaS

n

n −
−×

=
1

)1(1

 

平方差 2 2 ( )( )a b a b a b- = + -  

完全平方 (𝒂𝒂± 𝒃𝒃)𝟐𝟐 = 𝒂𝒂𝟐𝟐 ± 𝟐𝟐𝒂𝒂𝒃𝒃+ 𝒃𝒃𝟐𝟐 

 

二、工程问题 

1.核心公式： 

= ×工作总量 工作效率 工作时间 

2.题型分类： 

题型 解题思路 

给定时间型 

赋工作总量为时间的公倍数；当题目中给定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完

成工作时间时，一般赋值工作总量为工作时间的公倍数（或最小公倍

数）。 

给定效率型 
依据效率的比例关系进行赋值；一般优先寻找效率之间的比例关

系进行赋值，再求工作总量，最终求出相应结果。 

给定人数/机器数 赋值单位效率，一般赋值每个人或者每台机器的效率为 1 

 

三、行程问题 

题型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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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公式 S＝v×t 

等距离平均速度 
21

212
vv
vvv
+

=
 

流水行船问题 
水船逆

水船顺

vvv
vvv

-=

+=

 

相遇追及问题 
1 2

1 2

=
=

S v v t
S v v t
相遇 相遇

追及 追及

（ ）

（ ）

+

−
 

比例型行程问题 
路程一定，速度与时间成反比；时间一定，路程与速度成正比；

速度一定，路程与时间成正比。 

 

四、经济利润问题 

题型 公式解题思路 

基本公式 

① =利润 售价 成本 成本 利润率= − × ；  

② 1= = = −
利润 售价-成本 售价

利润率
成本 成本 成本

； 

③ 1售价 成本（＋利润率）＝定价 折扣= × （“二折”即售价为定

价的 20%）； 

④ ×总收入 单价 销售量；总成本＝成本 销售量= × ； 

总利润 单件利润 销售量＝总收入－总成本= × 。 

分段收费问题 先找分段点，再分段计算 

合买问题 以价格高的部分作为基础量，分析其他部分的折扣。 

 

五、排列组合问题 

1.加法原理和乘法原理 

①加法原理：若完成一件事，可以根据某个条件分为几种情况，各种情况都能独立完成

任务，则将多种情况计算出的结果相加，所得的和为完成这件事的种类数。 

②乘法原理：若完成一件事，需要划分成多个步骤依次完成，每个步骤内的任务之间没

有交叉，则将每个步骤计算出的结果相乘，所得的积为完成这件事的种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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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列与组合的区别：前者与顺序有关，后者与顺序无关。 

3.计算法则 

排列公式：
( 1) ( 1)m

n

m

A n n n m= × − × × − +L1 4 4 4 4 2 4 4 4 43
连乘 个

 

2 3 3 5
5 5 6 5A = 5 4     A = 5 4 3     A = 6 5 4     A = 5 4 3 2 1× × × × × × × × ×  

组合公式：
( 1) ( 1)

( 1) 1
m n m
n n

n n n mC C
m m

− × − × × − +
= =

× − × ×
L

L  

2 3 3 4 0
5 5 6 4 4

5 4 5 4 3 6 5 4 4 3 2 1C =       C =       C =       C = = C
2 1 3 2 1 3 2 1 4 3 2 1
× × × × × × × ×
× × × × × × × ×

 

4.方法与技巧 

方法 技巧 

捆绑法 
如果题目要求一部分元素必须在一起，需要先将要求在一起的部分视为

一个整体，再与其他元素一起进行处理 

插空法 
如果题目要求一部分元素不能在一起，则需要先处理其他元素，接下来

分析这些元素产生了多少空隙，最后将不能在一起的元素插空到这些空隙里 

隔板法 将 N个相同的东西分给 M个人，每人至少一个，分法有
1

1

M

NC -
- 种 

5.概率问题 

考点 解题思路 

基本概率 某种情况发生的概率 =
满足条件的情况数

总的情况数
 

分类概率 
某项任务可以在多种情况下完成，则分别求解满足条件的每种情形的概

率，然后将所有概率值相加。 

分步概率 
某项任务必须按照多个步骤完成，则分别求解特定条件下每个步骤的概

率，然后将所有概率值相乘。 

 

六、容斥原理 

考点 解题思路 

两集合问题 =A B AB－ 总数－都不满足的情况数+  

三集合问题 ① A B C AB BC AC ABC 总数－都不满足的情况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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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2A B C 同时满足两种情况的数- 三种情况都满足的情况数

总数－都不满足的情况数

+ + − ×

=
 

 

七、时间问题 

考点 解题思路 

平年与闰年 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再闰 

星期日期问

题 

365/7=52…1，每过一个平年，星期增加 1天；每过一个闰年，星期增加 2

天 

年龄问题 
每过 N年，都长 N岁；两人年龄差保持不变；两人年龄倍数随时间推移变

小 

 

八、几何问题 

考点 公式 

周长 正方形 4C a=正方形 ；长方形 2( )C a b= +长方形 ；圆形 2C Rπ=圆  

面积 

正方形
2S a=正方形 ；长方形 S ab=长方形 ；圆形

2S Rπ=圆  

三角形
1
2

S ah=三角形 ；平行四边形面积 S ah=平形四边形  

梯形面积
1 ( )
2

S a b h= +
梯形 ；扇形面积

2

360
nS Rπ°
°

=
扇形  

表面积 

正方体的表面积＝ 26a  长方体的表面积＝ 2 2 2ab bc ac+ +  

球体的表面积 2 24 R Dπ π= =  圆柱体的表面积 22 2R Rhπ π= ＋  

圆柱体的底面积 22 Rπ=  圆柱体的侧面积 2 Rhπ=  

体积 

正方体的体积 3a= ；长方体的体积 abc= ；球的体积
3 34 1

3 6
R Dπ π= =  

圆柱体的体积 2R hπ= ；圆锥体的体积
21

3
R h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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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料分析 

一、公式汇总 

表 1 增长率相关考点汇总 

 题型特征 计算公式 速算技巧 

计

算 

1.增长率 

（现期）比（基

期）增长/下降了 x% 

= 增长量
增长率

基期量
 

= 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
 

=
−

增长量

现期量 增长量
 

= 减少量
减少率

基期量
 

①截位直除法 

②特殊分数法（插

值法） 

2.现期量 

已知基期量和增

长率，求现期量 

现期量=基期量×（1+增长

率） 

①乘法估算—放

缩法 

②特殊分数法 

3.基期量 

已知现期量和增

长率，求基期量 

=
1+
现期量

基期量
增长率

 

（ 1 ）

5%增长率 ≤  

化除为乘公式法 

𝑨𝑨
𝟏𝟏 ± 𝒓𝒓

≈ 𝑨𝑨 × (𝟏𝟏 ∓ 𝒓𝒓) 

（2）若∣增长率

∣>5% 

①截位直除法 

②特殊分数法 

4.间隔增长率 

已知第二期相对

于第一期的增长率为

1r ,第三期相对于第二

期的增长率为 2r ，求

1 2 1 2=R r r r r+ + ×  

（ 1 ）

5%≤增长率  

1 2r r× 可忽略 

（2）若∣增长率

∣>5% 

乘法估算—放缩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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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相对于第一期

的增长率 R 

5.混合增长率 

已知部分的增长

率和现期量，判定整

体的增长率 

①十字交叉法 

②一个整体分成几个部分，整体增速介于各部分之

间且偏向于基数较大的一侧 

比

较 

1.增长率 

①（现期）与（基

期）相比，……增长率

超过……%的有几个 

②增长速度最快

的是 

= 增长量
增长率

基期量
 

= 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
 

= 增长量

现期量-增长量
 

① 倍 数 替 代

（
现期量

基期量
） 

②增量替代（基期

量相差不大） 

③分数比较（一看

二算三差分） 

2.基期量 

（基期）时，以下

哪项值最大 

1
=

+
现期量

基期量
增长率

 

①瘦死的骆驼比

马大（分母 1+r相差不

大） 

②分数比较（一看

二算三差分） 

 

表 2 增长量相关考点汇总 

 题型特征 计算公式 速算技巧 

计

算 

（现期）比（基

期 ） 增 长 / 下 降

了……具体数值（单

位） 

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增长率 

=
1

×
+
现期量

增长率
增长率

 

①尾数法 

②截位直除法 

③ 特 殊 分 数 法

（增长量计算 n+1 原

则，减少量计算 n-1原

则） 

比

较 

（现期）比（基

期）增长/下降最多

的是 

=
1

×
+
现期量

增长量 增长率
增长率

 

（近似为现期量×增长率） 

①大大则大：现

期量大、增长率大，则

增长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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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一大一小看乘

积：比较现期量×增

长率的大小。 

 

表 3 比重相关考点汇总 

 题型特征 计算公式 速算技巧 

计

算 

（部分）占/在

（整体）的比重为 x% 

=
部分量

比重
整体量

 

部分量=整体量×比

重 

=
部分量

整体量
比重

 

①截位直除法 

②特殊分数法 

③乘法估算—放缩法 

比

较 

（部分）占/在

（整体）的比重最高的

是 

=
部分量

比重
整体量

 
分数比较（一看二算

三差分） 

 

表 4 平均数相关考点汇总 

 题型特征 计算公式 速算技巧 

计

算 

1.平均数 

给出总数

与总个数，求

平均数 

==
总数 后

平均数
总个数 前

 截位直除法 

2.年均增

长量 

给出末期

量、初期量和

相差年数 

=
末期量-初期量

年均增长量
相差年数

 
①尾数法 

②截位直除法 

3.年均增

长率 

给出末期

量、初期量和

相差年数 

= (1+ )nr×末期量 初期量  

（n为相差年数） 

当增长率较小时： 

(1 ) (1 )na r a nr+ ≈ +  

当增长率较大时： 

代入排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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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较 

1.给出总

数与总个数，

比较平均数的

大小 

=
总数

平均数
总个数

 
分数比较（一看二

算三差分） 

2.n相同时

年均增长率大

小比较 

= (1+ )nr×末期量 初期量  

（n为相差年数） 

转为比较
末期量

初期量

的大小 

 

二、常用速算方法回顾 

1. 尾数法：加减法计算中，若选项与材料精确度一致且选项尾数出现不同的情况时，

优先计算尾数。 

2. 截位舍相同：加减法计算中，若选项与材料精确度不一致，即粗略计算时，考虑截

位舍相同。 

3. 截位直除法：列式之后，通过观察答案选项，若选项首位不同，则对分母从左向右

截取前两位处理，第三位考虑四舍五入；若选项首位相同，第二位不同，则对分母从左向右

截取前三位处理，第四位考虑四舍五入。 

4. 特殊分数法：列式之后，通过观察其中是否存在特殊分数，若存在，则把特殊的百

分数转换成分数后再进行计算。 

分数百分数转化表 

分数 百分数 分数 百分数 

1/2 50% 1/10 10% 

1/3 33.3% 1/11 9.1% 

1/4 25% 1/12 8.3% 

1/5 20% 1/13 7.7% 

1/6 16.7% 1/14 7.1% 

1/7 14.3% 1/15 6.67% 

1/8 12.5% 1/16 6.3% 

1/9 11.1% 1/20 5% 

 

5. 分数性质：在进行分数比较时，通过观察分子分母的大小关系，分子相对大且分母

相对小的分数值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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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直除法：分数比较时，通过观察答案选项或被比较数据，若其差距较大，则在分数

值量级一致的情况下通过直除商首位或首两位来求得结果或进行相应的比较。 

7. 化同法：当两个分数的分子或分母有明显的倍数关系时，将一个数的分子分母同时

乘以一个数，以使两个分数的分子或分母变得差不多然后再利用分数性质进行比较的方法。 

8. 差分法：分数比较时，其中一个分数的分子、分母均略大于另一个分数，可将分子

分母都大的分数称为“大分数”，分子分母都小的分数为“小分数”。“大分数”和“小分

数”分子、分母分别做差，得到的差可以写成一个新的分数，为“差分数”，用“差分数”

代替“大分数”与“小分数”作比较：①若差分数>小分数，则大分数>小分数；②若差分数

<小分数，则大分数<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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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业科目 

第一章 基础知识 

第一节 语法与词汇 

考点一 俄语连接词 

1.联合连接词: и, да, не только...но и..., как...так и... 

В футбол играют как взрослые, так и дети.  

大人和小孩都踢足球。 

2.对别连接词:а, да, но, однако, зато  

Лекарство горькое, однако подезное. 

良药苦口利于病。 

3.区别连接词:или, либо, то...то..., не то...не то...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или дождь, или снег. 

明天或下雨，或下雪。 

考点二 动词接格关系 

1. преподавать + кому + что                   教谁… 

2. сердиться \расердиться + на + кого-что        生…的气 

3. спорить \поспорить + с + кем-чем            和…争论                  

+ о + ком-чѐм           关于…的争论 

4. указывать \указать + на + кого-что            指向 指出 

5. выглядеть + кем-чем                       有…的外貌 

6. заменять \заменить + кем-чем + кого-что      用…替代… 

7. беседовать + с + кем-чем                   和…交换意见            

+ о + ком-чём                   关于…的倾谈 

8. верить \поверить + кому                    信赖…                  

+ во + что                   有…的信念 

9. принадлежать + кому-чему                   属于… 归…所有                

+ к + кому-чему                  属于…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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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предлагать \предложить + кому-чему          建议… 

11. пукаться \испукаться + кого-чего              害怕…(客观) 

12. бояться + кого-чего                         害怕…(主观) 

13. наблюдать \наблюсти + за + кем-чем          注视…的动作                         

+ за + кем-чем          监督… 照看… 

14. требовать \потребовать+ чего + от + кого-чего   对…提出要求 要求… 

15. напоминать \напомнить + кому-чему           提醒… 

16. жениться + на +ком                         和…结婚 娶…为妻 

17. готовить + кого-что / + инф                  准备…            

+ кого-что + к + кому-чему                 培养…适应… 

18. подниматься \подняться +на + кого-что       登上… 

19. увлекаться \увлечься + кем-чем              酷爱… 

20. являться \явиться + кем-чем                 是… 

21. сомневаться + в + чём                      怀疑… 对…缺乏信心 

22. готовиться \приготовиться + к + кому-чему       准备 

23. исполняться \исполниться   主体 3 格        …满…岁 

24. обучать \обучить + кого-что + чему                教谁… 

25. отличаться \отличиться + от + кого-чего         与…有区别                           

+ чем            具有…特点 

26. украшать\украсить + кого-что + чем            用…给…装扮 

27. зависеть + от +кого-чего                       取决于… 

28. жаловаться \пожаловаться + на + кого-что         对…的抱怨 诉苦 

29. ухаживать + за + кем-чем                       照顾… 

30. завидовать\позавидовать + кому-чему            羡慕、嫉妒… 

考点三 基础语法 

一、俄语不定代词与否定代词的用法 

大部分不定代词由疑问代词 кто, что, какой, чей 和语气词-то,-нибудь, -либо,кое-两部分

构成。例如：кто-нибудь, кто-то, кто-либо, кое-кто, некто, что-то, что-нибудь, что-либо, кое-

что, нечто, какой-то, какой-нибудь, чей-то, чей-нибудь 等；否定代词主要有前缀 не-,ни-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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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代词 кто, что, какой, чей 派生而来的。例如：никто некого, ничто, нечего, ничей, никакой

等。 

不定代词的用法： 

1.带 кое-的不定代词：这类代词表示说话者本人确实知道而其他人并不知道的一些人、

事物或事物特征。例如： 

① Кое-кто опоздал на урок сегодня. 

② Я подарил бабушке кое-что на её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③ Я не верю кое-какому ответу. 

④ Я не согласен кое на кого.（带 кое-的代词与前置词连用时，前置词要置于 кое-

和代词之间） 

2.带语气词-то 的不定代词：这类代词表示说话者确知有其人、物或事物的某特征，但

却不能说出其具体如何。翻译时常译为“有个人”、“某个人”、“有个东西”、“某事”

等意义。例如： 

① Кто-то за стеной поёт. 

② В комнате стоит чей-то стол.（不知是谁的） 

3.带语气词-нибудь （-либо）的不定代词：这类代词表示说话人和其他人都不能肯定的

人、物或事物特征。常译为“随便什么人（物）”、“无论什么人（物）”等意义。多用于

表示愿望、命令、条件、假设或疑问意义的句子中。例如：  

① Расскажи нам какую-нибудь новость！ 

② Пришлите кого-нибудь из учеников в кабинет за тетрадями！ 

③ Когда меня не было, приходил ли кто-нибудь ко мне？ 

带-либо 的不定代词主要用于书面语体中，而带-нибудь 的不定代词可用于所有语体中。

他们意义相同。 

4.不定代词 некто, нечто：他们的意义接近于 кто-то, что-то，但他们常与表示某种特征

的词（如形容词、带前置词的名词等用作定语的词或词组）连用。некто 只有第一格形式，

而代词 нечто 只有第一、第四格形式。 此外，некто 与人的姓氏和名字连用表示不确定的

人，译为“某个叫……的人”。例如： 

① Она видела нечто чёрное. 

② Подошёл к двери некто в шапк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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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Некто Алёша тебя ждёт. 

二、Составное именное сказуемое (静词性合成谓语) 

静词性合成谓语由系动词和表语组成。系动词承担语法功能，指出人称、时间和式。 

1.系词的类型 

(1）具有抽象意义的系动词——являться, быть。此类系动词仅具备语法功能，没有多余

的词汇意义。如： 

Роса была холодная. 

露水是凉的。 

Особенностью песни глухаря является странная, переменная сила её звучания. 

聋人的歌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像一种古老多变的力量。 

系词 быть 具有书面语色彩，现在时一般不用。使用系词 быть 连接主语和谓语时不能

省略，多用在口语中。如： 

По понятиям Евдокии, инженер есть инженер и потому должен уметь все. 

在叶夫多基娅的理解中，工程师就是工程师，因此他应该懂得一切。 

（2）具有不同词汇意义的半抽象意义或半实体动词： 

А. 特征的流露或表现——бывать, оказаться 等。如： 

Черный голый утес... представлял почву этой пустыни.  

黑色裸露的峭壁......是这片荒漠的土壤。 

Б. 某种概念特征——показаться,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ся, слыть 等。如： 

Вытащенная рыба кажется ледяной. 

拽出来的鱼看起来是冰冻的。 

В. 出现特征、从某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或保持原有状态——остаться, сделаться, 

стать 等。如： 

Тени от кустов на лугах становились длиннее. 

灌木的阴影在草地上显得更长些。 

Г. 特征称名——зваться, называться, почитаться 等。如： 

Солонцами обычно называются места в горах, куда приходят звери полакомиться солью. 

野兽在山涧吃盐的地方一般被称为盐沼地。 

（3）表达客体移动或状态的实体动词——вернуться, идти, работать, сидеть, ходит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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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Видно, родилась я такой. 

显然，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Бобры живут семействами. 

海狸往往群居。 

保存词汇意义时，这些动词并不能完整表达句子意思，因此谓语由上述实体动词加某个

静词共同组成。如： 

Человек вышел на улицу одетый в длинное мохнатое пальто. 

走到街上的人穿着长风衣。 

Человек вышел на улицу, одетый в длинное пальто. 

穿着长风衣的人走到了街上。 

第一个句子的重点不在于这个人走到街上去了，而是指出他走到街上的状态——穿

着......样的衣服。 

第二个句子的重在于这个人离开了。 

第二节 俄语国家概况 

俄罗斯联邦（俄语：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简称俄罗斯、俄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

国家，俄罗斯有十四个陆上邻国，分别为：挪威、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

兰、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朝鲜

（其中立陶宛和波兰仅与俄罗斯外飞地的加里宁格勒州接壤）。俄罗斯是传统的军事强国，

也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强大的核武器库。现在俄罗斯亦为在欧洲

范围内地区性强国。俄罗斯 2015 年陷入经济危机，经济衰退预计超过 3.7%俄罗斯近年来加

强了与独联体各国的一体化，最为突出的是俄效仿欧盟模式，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

美尼亚于 2015 年建立的欧亚联盟。 

1993 年 12 月 12 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体公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

法。同年 12 月 25 日，新宪法正式生效。这部宪法确立了俄罗斯实行总统制的联邦国家体

制。 

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

保障；总统按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总统任命联邦政府总理、

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主持联邦政府会议；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领导国家安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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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有权解散议会，而议会只有指控总统犯有叛国罪或其他十分严重罪行并经最高法院确认

后才能弹劾总统。 

根据宪法，俄罗斯联邦会议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联邦会议由联邦委员会（上

院）和国家杜马（下院）两院组成。   

联邦委员会 

由俄罗斯联邦每个主体各派两名代表组成：一名来自国家代表权力机关，一名来自国家

执行权力机关，主要职能是批准联邦法律、联邦主体边界变更、总统关于战争状态和紧急状

态的命令，决定境外驻军、总统选举及弹劾，中央同地方的关系问题等。 

第三节 俄语文学知识 

考点一 俄语文学知识 

俄罗斯主要作家及代表作 

1.列夫·托尔斯泰 

19 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世袭伯爵，曾参加克里

米亚战争。返回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庄后致力于农民教育。1862 年结婚后，创作了俄罗

斯文学史上的巨著《战争与和平》（1859-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1879 年

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后信奉和平主义，主张以勿抗恶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革。并否定自己以

前的作品。因执着于自己的信念使家庭关系恶化，死于出奔途中。其作品多达 45 卷。名著

还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戏剧《黑暗的势力》（1886）和若干短篇小说和评论。他的

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

响。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他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对很多政治运动有着深刻影响。 

2.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 19 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

的明星，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所走过的是一

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即如有

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

主要作品：《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地下室手记》、《穷人》、《被侮

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赌徒》、《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

兄弟》等。 

3.安东·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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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是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是俄国 19 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

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

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 20 世纪戏剧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

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

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

恶现象。他被认为 19 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主要作品：《套中人》、《变色

龙》、《胖子和瘦子》、《小公务员之死》、《苦恼》、《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假面》、

《牡蛎》、《必要的前奏》、《未婚夫和爸爸》 、 《小人物》 、《预谋犯》 、《相识的男人》 、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哀伤》、 《苦恼》、 《美妙的结局》 、《卡什坦卡的故事》、《跳

来跳去的女人》、《歌女》 、《在钉子上》、 《演说家》、 《凡卡》、 《外科手术》、 《脖子

上的安娜》、 《乞丐》、 《彩票》、 《名贵的狗》 、《出事》 《打赌》、 《在流放地》、《夜

莺演唱会》、《农民》、《醋栗》等。 

4.亚历山大·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被许多人认为是俄国最伟大的

诗人、现代俄国文学的奠基人。19 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被誉为“俄国小说之

父”。他的作品是俄国民族意识高涨以及贵族革命运动在文学上的反应。主要作品：《彼得大

帝的黑奴》、《射击》、《暴风雪》、《棺材老板》《驿站长》、《村姑小姐》、《戈琉辛诺村源流考》、

《罗斯拉夫列夫》、《杜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基尔沙里》 《埃及之夜》、《宾客聚集

别墅》《我们在别墅里度过了一晚》、《上尉的女儿》、《叶甫盖尼·奥涅金》、《巴奇萨拉的喷

泉》、《致大海》《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迟开的花朵更可爱》《十月十九日《枉然的馈赠》、

《你和您》、《当我以臂膊》、《当我紧紧拥抱着》、《哀歌》《茨岗》、《为了遥远的祖国的海岸》、

《歌者》、《够了，够了，我亲爱的》、《我的朋友，时不我待》、《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

伯利亚的囚徒》、《我的名字》、《青铜骑士》、《我羡慕你，大海勇敢的船夫》、《自由颂》、《致

恰达耶夫》等。 

5.尼古拉·果戈里 

果戈理是俄国批判主义作家，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善于描绘生活，将现实和

幻想结合，具有讽刺性的幽默。他的创作与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 19 世纪俄国批判

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以其创作加强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和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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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倾向。他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尤其显著，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

概观》(1856）中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斯妥耶夫斯基

等杰出作家都受到果戈理创作的重要影响，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时期。主要作品：《汉斯·古

谢加顿》、《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彼得堡故事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 

考点二 语言文学知识 

句法学   

1.句法规则系统 

（1）语言学中，句法学是和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语义学等并列平行的次系统，

主要是来分析研究语言的句子结构。句法是一个由一套数量有限的抽象规则组成的系统，这

些抽象规则称为句法规则。根据句法规则，不同的单词组合在一起，产生符合语法性的句子。

句法学的中心是研究句子的结构成分。 

（2）句子的语法性是指句子的合成必须符合操本族语者头脑中的语法知识。生成的句

子必须符合语法性。 

（3）单词合成句子，单词和句法规则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借助抽象的句法规则，可以

将单词合成数量无限的句子。一方面，说话者要想说出或理解符合语法性的句子，必须遵循

句法规则；另一方面，说话者运用句法规则，可以表达或理解从未听说过的句子。 

（4）任何一种语言，其句法规则必须能够描述和解释为所有本族语者认为是规范的句

子。 

2.句子结构 

（1）句子的基本组成 

句子是由一组单词合成的一个结构独立、完整的语法单位，可以用来进行陈述、提问、

命令等。一般来说，句子至少要由主语和谓语构成。 

主语是指句子中所被指称的对象，如人、物、事、处所、概念等。 

谓语是指对句子中对主语进行表述或判断的部分。通常由限定动词或动词词组构成。谓

语要受到人称、数、时态各语气的限制。 

（2）句子的类型，句子可分为简单句、并列句和复合句三大类。 

简单句：指一个句子中含有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当句子中只含有一个主语和一个限定

动词，并且结构独立完整，这个句子又称为定式句。 

并列句：由连接词（或称并列连词）串联起来的两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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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句中的两个子句在结构上是平行同等的，不存在主属之分，各自在结构上是独立的。 

复合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句构成，各个子句在句中的结构地位不同，其中之一为

主要子句即主句，其余为从属子句。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首先，从属子句是复合句中的一个语法单位。因此，从属子句与主

句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次，多数的从属子句需要连接附属词将自身与主句相合起来，

构成完整的句子。连接附属词不仅仅标志从属子句的起始，更为重要的是标志从属子句在主

句中的语法功能。再者，一旦从属子句要作为简单句独立存在，其语法结构是不完整的，除

非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变换。 

（3）句子的线性排列与层次结构： 语言是高度结构化的系统，句子的组建不是一个随

意性的过程，而要遵循一定的句法结构来构成有意义的语句单位。 

句子的线性排列：当说出或写下一个句子，句中的词单位是按照线性排列在一起的；当

听到或读出一个句子，也是按照线性一个词一个词地延展下去的。  

句子的层次结构：表面来看，词在句子中的组合是按线型排列的，但并不表明句子的结

构是线性的。实际上，句子结构的本质具有一种层次性。试对比下面对句子层次的划分。上

面每个句子都有两种层次不同的划分，对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说，他会毫不犹豫地认为 b

句和 d 句的层次划分是可接受的。如进一步地对 b 句和 d 句进行分析研究，会发现这种结

构层次划分不是随意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则。其实，也正是名词词组、动词词组等句法

成份单位构成了句子的层次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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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阅读理解 

考点一：事实细节题 

细节题是针对文中某个细节、某句话或某部分具体内容设置问题，正确答案的根据一定

可以在原文中找到，即原文的改写往往成为正确选项。 

通常细节题的正确选项有以下特征： 

1.对原文句子中的关键词进行替换。把原文中的一些词换成意义相近的词，成为正确选

项。 

2.词性或者语态的变化。把原文中的一些词变换一下词性，或者改变原文句子的语态，

给考生制造障碍。 

3.语言简化。把原文中的复杂语言现象进行简化，成为正确答案。 

4.正话反说。把原文中的意思反过来表达而成为正确选项(适用于寻找错误选项的题目)。

干扰项也是以文章中的某个细节设题，若不仔细辨别，很容易把它当成正确选项。 

干扰项有以下特征： 

1.将原文内容扩大或缩小。把原文中的限定词去掉或替换，使该选项看似正确，实际上

却是错误选项。 

2.把未然当已然。改变文中某句话的时态，如把将来时变成现在时，把未发生的事情当

成已发生的事情。 

3.无中生有。即选项内容是根据主观想象或推测得出的结论，而文中并未涉及。 

4.偷换概念。把原来做该事的“张三”换成“李四”，所述细节确实与原文一致，一不

小心就会误选。 

5 文不对题。这类题最不容易辨别，选项中的描述与原文完全一致，确属原文中的一个

细节，这时要回到题干，看该选项是否能回答题干所提的问题。 

考点二：词义猜测题 

词义猜测题的类型主要有三种：熟词新义要求学生在某一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推断某一多

义词的正确意思；生词释义要求学生根据范围较小的上下文推断出词义；难句释义要求学生

根据范围稍大的上下文推断句意。 

解题技巧： 

（1）通过因果关系猜测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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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因果关系猜测词义，首先是找出生词与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才能猜词。有

时文章借助关联词表示因果关系。 

（2）通过同义词和同义关系猜测词义 

在文章中，有时作者为避免重复，或为了表达同一事物的不同种类，使用同义词或近义

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利用同义词，近义词的关系从熟悉的词语推测不熟悉词语的

含义。 

考点三：主旨大意题 

理解一篇文章的主旨大意首先要学会寻找主题句。一般来说，在一个段落中，主题句的

位置有五种情况： 

1.主题句在段首：在有主题句的段落中，主题句位于段首的可能性最大。通常用演绎法

撰写的段落，往往遵循从一般到个别的写作程序，即以概述开始，随之详细解说。 

2.主题句在段尾：与主题句位于段首的情况相反，主题句位于段尾时，通常用归纳法撰

写。表述细节的句子在前，概述性的句子在后，并以此而结尾。位于段尾的主题句往往陈述

依据上文的细节的结论或建议，归纳的要点或共性以及得出的观察印象或结果。 

3.主题句在段中：当主题句位于段中，开头的句子往往表述段落要论述的主题，而主题

则由随之引出的句子来表达。此外，为阐明主题思想，在主题句之后，仍有一些句子陈述细

节，或作合乎逻辑的引申。这一类的段落包括三个层次：引题——主题——解释，或提问—

—回答——解释。 

主题句在段首和段尾：在一些文段中，作者为了突出主题思想，并暗示读者，这段文章

中的意思比其他的段更重要。采用了前后呼应、两次点题的写作乎法。值得注意的是，表述

同一主题思想的两个主题句，在句型结构和用词方面往往不尽—致，而且在内容上后者也不

是前者的简单重复，多半有所引申或顺应其向细节的铺叙而有所侧重。 

4. 主题句暗含在段中：不是所有的段落都有主题句。尤其是在多段文章中，主题句并没

有明确表述。阅读这样的文段，主要通过对细节的陈述或概括各段的主题思想，含蓄地表达

文段的主题思想。对于无主题句的文段，不可能采用辩论主题句的方法来获取其主题思想。

而应正确理解作者提供的所有细节，包括事实、观点和事件，在大脑中形成初步印象。然后

发挥自己的逻辑概括能力，概括作者提供的事实、观点和事件，综合归纳成一般概念。这种

概念不一定能达到主题句那样完整，但只要切合文段的主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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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四：推理判断题 

要求考生在阅读时多留意细节。要注意留心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和对象中的细节和事实，

一般包含事实根据，人物和地点，数字，日期和统计的数据，关键词和其他表达方式，同义

词，近义词以及反义词等。要注意文章的体裁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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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俄汉互译 

考点一：俄译汉 

一、词义的引申 

俄汉语由于使用习惯不同，有许多词或词组，从原文上下文来看并不费解。可是，如果

按其词面意义接翻译，就会显得生硬，逻辑不通。这种情况下，应当引申词语的意义，选择

恰当的表达手段，灵活处理原文中的一些词句，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翻译。 

二、词量的增减 

 许多情况下，俄语词与词的搭配习惯与汉语有较大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

是，几个词搭配之后产生重复，如果直接译成汉语，译文会显得啰嗦。这种情况下，译成汉

语须减词，把原文中那些没有实义的词省去不译，译文才能简洁明快。二是，词与词搭配缺

少中间过渡词，如果直接按字面译成汉语，这样不符合汉语习惯，甚至会产生误解，这种情

况下，译成汉语须加词，把字里行间潜在的词增补出来，译文才能符合汉语习惯，且语意畅

达。 

三、用词要确切 

俄汉语大多数词都是一词多义，原文词的一个意义通常在译文中可以找到几个表达同义

的词汇，可一个多义词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只有一个意义。因此，在选词时，须根据原文词在

上下文中的具体意义和语义搭配模式来选择。 

四、俄语翻译基本技巧： 

（一）改变主语 

1. Троллейбус № б03 блестит синим лаком. 

603 路车上的兰漆闪闪发光。 

2. Дискуссия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на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заседаниях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была начата 

В.В. Путиным. 

在正式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普京。 

（二）改变定语 

1. У нее была светлая, тихая и радостная улыбка. 

她有一副明朗、平静、快活的笑容。 

她的笑容明朗、平静、快活。 

2. Телия знал роков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своего здоровья, но не это тревожило его. 



                                                    军队文职 

 第 52 
 

捷里亚虽然知道自己健康的无可挽救的状况，但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安。 

捷里亚虽然知道自己健康状况已无可挽救，但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安(他担心的并不是这

个)。 

3.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корпорации пока являются монопольными мировыми поставщиками 

нефти и ряда видов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лья.(定语--状语) 

国际公司目前是石油和许多矿物原料的垄断的世界的供应者。 

国际公司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石油和许多矿物原料的供应。 

4. Ночь...ночные разговоры --- откровенные. 

夜……夜晚的谈话是开诚布公的。 

夜……夜里是说知心话的时候。 

5. Каково ваше впечаление от нов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定语--主语) 

对这位新来的工作人员，你的印象如何? 

你觉得这位新来的工作人员怎么样? 

（三）改变谓语 

1. Я осмелюс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бывали талантливые, но недобрые люли. 

我敢于说，有的人虽有才华，却心术不正。 

我要冒昧地说，有的人虽有才华，却心术不正。(谓语--状语) 

2. Демонстранцию завершали колонны спортсменов. 

体育大军结束了游行队伍。 

走在游行队伍最后的是体育大军。(谓语--主语) 

五、俄语翻译常见方法 

1.词类转换译法 

俄汉两种语言在词汇的构成和造句习惯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果机械地按照原文词类翻

译会使译文不伦不类，这时就可以采用词类转换译法。所谓词类转换译法，就是用概念相同

而类别不同的汉语译词来翻译原词。词类转换译法在翻译理论上已被公认为一种通用的、重

要的翻译技巧。 

2.代换译法 

俄汉语言构造、表达习惯和修辞特点不同，在表达同一内容时，两种语言可能用不同的

语言手段。所谓代换译法，就是指在翻译时可采用一些与原文不同的语言手段，去代换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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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能硬译的语言形式，以求明确通顺地表达原文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代换只是语言形

式的交换，而不是内容的随意改变。 

例如：Ученные обладают великолепными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для запоминания，анализа и 

оценки фактов.科学家都有记忆、分析和评价事实的非凡本领。 

3.加减词译法 

俄汉两种语言词汇的含义范围、使用习惯不同，两个民族的表情达意方式也有所区别，

所以翻译的目的就是力求译文与原文在意义和精神实质上对等，而不必、也不可能使译文和

原文在词量上相当，这是加减词译法的基础。 

（1）加词译法。所谓加词，就是在翻译时根据具体情况，增加一些原文中无其形而有

其意的词，以便准确表达原意，使译文文理通顺，符合汉语的行文规范和表达习惯。加词译

法有很多种，例如缓和加词、限制加词、补充加词、过渡加词等。 

例如：Когда емкость одного конденсатора мала，то соединяют несколько кондесаторов 

параллельно.如果一个电容器的容量太小，可以把几个电容器并联起来。(缓和加词) 

必须指出，加译的词必须有根据，必须是语义、语法、修辞和逻辑等方面所必不可少的，

而决不能凭空地、无缘无故地加添译词，以致画蛇添足，损害原义。 

(2)减词译法。所谓减词，就是视具体情况将原文中的某些可致译文拖泥带水、生硬别

扭的冗词不译，以保证译文简洁明快、严谨精炼。减词译法涉及面很广，有虚词减译、实词

减译、逻辑减译、修辞减译等。 

例如：И до какой бы звезды мы ни долетели，перед нами впереди будет по-прежн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ый простор.无论飞到什么星球，我们面前依然是无边无际的广阔空间。(实词减

译) 

减词处理后的译文虽然在词量上和原文不尽一致，但句子的意义和内涵却和原文一样。 

考点二：汉译俄 

在进行汉译俄翻译时，需要注重两种语言的转换，用俄语表达习惯进行正确翻译。不同

语言体系在转换中词汇限制、语句形式限制、语义和语用知识限制的因由。从语言结构角度

来分析，可以在四个层次上进行相应单位的翻译转换。 

1.音位一字母层次（俄译汉）或字层次（汉译俄）的翻译 

音位是语言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以读音单位或书写单位为基础进行双语

转换。由于音位、字母自身并非意义的载体，所以这种层次的翻译转换范围非常有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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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于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或特有事物指称词。 

2.词语层次的翻译 

词语是指通常说的词和词组。词是语言体系中能独立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但在解读

原语文本时，通常要从词语入手。所以这个层次上的翻译转换较为常见。因为在双语转化的

翻译中只有一小部分原语的词可以等值转换过去，而绝大部分词或转换为比词小的单位，或

转换为比词大的单位，也有可能略去不译。因而，俄汉词语的词义对应情况大致可归纳为完

全对应（多为专有名词、术语或普通名词，其数量极为有限）、部分对应（语义范围的广狭

之分、抽象与具体之分一般与个别之分）、不对应（主要是一些具有文化含义的词语，翻译

时多用加注或释义）、交叉对应（俄汉语中有诸多多义词，其各个语义分别与汉俄语中几个

不同的词语对应）。而有一些常用词组往往能在两种语言词语的组合中找到等值对应的表达

手段。但是对于习惯性、熟语性、成语性的固定搭配不能按照词语的组成部分进行拆分，其

语序和语法结构不能随意改变，更不能增减或替换其中的词汇。 

3.句子层次的翻译 

句子是比词语更高一级的语法层次，是能够单独存在并能表达相对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

句子按其结构可分为简单句和复杂句。句子的译法既可以是亦步亦趋、化整为零（分译）也

可以引申词义、转换词类、调整词序、句序或进行句子转换。 

4.篇章层次的翻译 

篇章是表达整体概念的语义单位，篇章翻译是指高于句子层次或句以上的语言单位的翻

译。翻译要从篇章整体出发，注重语言结构、语篇衔接语意连贯和逻辑完整，并结合交际情

景和文化背景对原作部分词语或句型进行调整、替换、改造甚至舍弃或增补等处理，以求达

到原作语意和内容传达完整无误。 

在语言层次的翻译转换中，通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俄语句子翻译成汉语（汉语句子翻

译成俄语）时，既可是同一层次的同类型转换，也可是同一层次的非同类型转换，还可以是

超越同一层次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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