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专插本招生考试应试专
用教材——政治理论》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365
字 数：688000
印刷时间：2013年08月01日
开 本：大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306042347



编辑推荐

根据**考纲编写
命题专家深度参与
历年考题详尽解析
体现**考试动向
重点难点精辟讲解
预测试卷直击考题 
 

内容简介

《天一教育�2014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专插本招生考试应试专用教材：政治理论》的“
同步强化练习”部分完全按照*的考试题型由命题专家精心编写，收录了大量的应用型和
能力拓展型的练习题，使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做到“学练结合”，增强应对考试的信心和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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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六、材料分析题
1.（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
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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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在邓
小平理论指导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把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开始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虽然形成于不
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主题，但是，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具有相同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取向；
都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追求人类的进步和全面的发展，具有完全相同的历史使命
和最终目标。
（2）“两次飞跃”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条普遍真理。第二，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成功；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赋予其
鲜明的本国特色与时代特征，才能胜利。事实证明，如果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中
国社会主义不可能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而如果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讲科学社会
主义，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前途。第三，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
思想路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使党的指导思想
与时俱进。
2.（1）传统发展观的特点和主要缺陷：传统发展观把发展归结为增长，国内生产总值（
GDP）被看成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传统发展
观的实质，追求经济增长和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支配着人类一切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各个领域。
传统发展观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必然会过度地索取
与消耗自然资源、大量地排放污染物，造成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被破坏，背
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 六、材料分析题 1.（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
造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产生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夺取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19
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在邓小
平理论指导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把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开
始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主题，但是，都始
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具有相同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都站在人民的立
场上，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取向；都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追求人类的进步和全面
的发展，具有完全相同的历史使命和最终目标。 （2）“两次飞跃”的主要经验是： 第
一，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条普遍真理。第二，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
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成功；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赋予其鲜
明的本国特色与时代特征，才能胜利。事实证明，如果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中国



社会主义不可能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而如果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讲科学社会主
义，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前途。第三，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
想路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使党的指导思想与
时俱进。 2.（1）传统发展观的特点和主要缺陷：传统发展观把发展归结为增长，国内生
产总值（GDP）被看成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单纯的经济增长是
传统发展观的实质，追求经济增长和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支配着人类一切活动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传统发展观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
长，必然会过度地索取与消耗自然资源、大量地排放污染物，造成自然资源短缺、环境
污染和生态被破坏，背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 所以，国际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
传统发展观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首先，明确了增长不等于发展的结论。人们看到，增
长只表明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发展则不仅强调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而且更
注重与产出增长相关的生产、就业、消费等结构上的变化和分配上的变革。其次，提出
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目的就是保护生态环境，
维持、延续和发展人类自身，体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统一。 （2）科学发展观的
主要内容：中国改革发展进入21世纪前后，实现了由传统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观再到科
学发展观的重大进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 “以人为本”不仅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人民，人民是创造主体，而且
也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人民，人民是创造成果的享有者，即发
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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