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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治学 135 分答题示范与解题攻略 

 本人（育明考研资料编辑部注：作者为 2008年北京大学政治学考研第一名，考研成绩 400+，创近十年

北大政治学考研记录，其中两门专业课成绩 270+）应育明考研北京大学文科考研专业课辅导团队负责人李

老师之邀，回顾了一下自己在考研复习过程中所总结出的一些专业课重点应对策略，实属一家之言，总结

出来，希望能够给今后的考研同路人提供些参考。 

如果按照题型来划分，政治学原理和综合一的试题类型大致分为三类——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题型不同，题目的基本方向也不同，但以分类的方式进行集中、有针对性的总结训练，其实大有帮助。我

们可以按照题型与内容不同分别举例探讨之。 

一、名词解释满分解析 

1.例一 名词解释：意识形态（2008年政治学原理） 

审题与分析： 

这道题目属于基本知识考察，因此需要就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分别表述。就内涵而言，需

要紧扣重点参考书《现代政治分析原理》中对意识形态的定义，而不要完全依靠自己的总结。外延方面更

为重要，需要列举最有影响力的几种主流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乃至

生态主义等。就每种意识形态，需略述其核心观点、代表人物及作品。答题字数控制在 300 字左右，不要

超过简答题字数。 

2.例二 名词解释：历史的终结（2008 年政治学原理） 

审题与分析： 

此题属于政治学扩展性考察，需要考生在掌握政治学基本原理之外，对政治学界重要的文本、思潮有

所了解。《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是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代表作，影响深远，引发了激烈争论。

答题者需要知道，“历史的终结”是福山在历史哲学视野下对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基本判断，也即认为

历史将终结于当代西方民主体制。当然，这也不表明福山对自由民主制的完全赞成态度，因为对“最后之

人”（末人）的探讨明显表明了尼采的影响。答出这些点已经大致符合要求，而对思想史背景有更深了解

的同学，可以继续提一下福山与黑格尔——科耶夫思想传统的继承关系。值得提醒的是，围绕政治学前沿

理论的考察在近年的考试中有一定的比重，如 2010年所考察的“古今之争”也是这类题目的另一个例子，

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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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满分解析 

举例 简述政治学研究中关于“权利”的论争（2008 年政治学原理） 

分析： 

复习者对政治学主流思想流派需要有具体、扎实的理解，因为政治学原理考试重点考察的正是学生的

思想深度和以理论视野判断政治事实的能力。这道题正是这一侧重点的集中表现。为了答题过程中做到条

理融贯，主次得当，建议答题按照如下顺序。 

 第一，首先将回答建立在政治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论题领域中，通过简短的说明，明确答题的方向。 

第二，权利问题的论争，首先是现代政治意识形态阵营内部各个流派间的论争——具体是左派及右派

的论争。那么答题可以将左—右的分歧作为主线。 

第三，更具体的展开：先总结左与右的主流观点的不同，再结合“权利”概念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分别

介绍两种观点间的分歧和争论，如 1.权利的起源； 2.权利的侧重点； 3.国家、社会、市场和个人在“权

利”问题上的角色和 4. 权利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关系等。 

    简答题可以做更多的引申和详细论述，回答不能过于简短。回答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行文的条理性，不

能想到哪儿写到哪，而是要有一定的规划，方能详略有法，主次分明。另外，对理论性试题也不仅限于“政

治学原理”，事实上，综合一考试中也会出现对基本理论问题的考察。如 08 年综合一的第一题，“简述西

方国家宪法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及作用”。这道题目回答时一定要有一定的理论铺垫，不可泛泛而论。 

三、论述题高分解析 

举例： 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治理、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2009 年政治学原

理） 

审题与分析： 

这个知识点也更偏向于对理论前沿问题的考察，因此需要复习者不完全局限于参考书，而要做一定的

拓展性阅读。 

就此题而言，答题者需要首先对公民社会的理论有所关注，关注过这一论题的传统理论家和理论流派

即有很多，如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乃至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哈贝马斯。此题所考察的社群主义则是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当然，吉登斯为布莱尔政府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帕特

南在名著《使民主运行起来》中关注的社会资本问题都能够围绕着市民社会这一主题综合起来。可以说，

回答这道题目的关键在于能够以一条线索将题目中的概念作有机的联系，当然，前提是要对每个概念背后

涉及的理论问题有所了然。此题固然不能限定在一个标准答案上，所以笔者建议以如下思路展开。 

首先，通过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反思进入主题：传统政治学理论如自由主义关于强调个人主义，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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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美德、社群乃至国家角色问题上有严重的缺陷，而左派理论也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对应批评。事实上，

二者都没有能够在国家、个人与市场等领域中建立好的平衡。那么社群主义和市民社会理论通过对公共领

域（哈贝马斯）、批判性舆论领域和社群美德（保守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论述，强调一种沟通国家与个人

的中间环节。这个先行论述可以作为贯穿本题的线索。 

第二，对题干所问到的各个概念和理论观点进行论述。这一部分当然是回答的主体部分，但由于概念

众多，很容易陷入条理混乱的困境。因此同样需要答题者有先行的规划。不能泛泛论述诸多概念之间的表

面联系，相反，要结合步骤一中所给出的主导线索，在这一背景下展现出每个具体概念与主要线索之间的

联系。由于每个概念的介绍都是有组织的，所以才能有条不紊地展示出答题者在各个概念上分别掌握的理

论水平。在进展到每个概念时，都可以介绍理论的提出者、主要观点和著作，但最重要的是抓住这一概念

与主题交汇的思想观点。如针对“第三条道路”，就可以强调“第三条”不同于传统左、右的独特点，而

就社群主义，则可以以麦金太尔、桑德尔等人的“美德伦理学”立场，揭示出自由主义的不同，在这一关

节点上正可以再过渡到社会资本问题上，如此则周转灵活，不显滞涩。而“非政府组织”，明显在整个问

题域中提出了政治角色中的新要素，那么其实可以在“政治角色”这个层面上展开。 

 当然，以上的这个分析只是供参考的一种思路而已，同学们可以在日常复习的时候自己对这些重要概

念和理论进行思考，得出自己的判断，并以此形成新的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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