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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启用前 

 

重 庆 邮 电 大 学 
 

2021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科目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A）卷 

 

科目代码：            612 

 

考生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必须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填写考生姓名、报

考单位和考生编号。 

2、 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其他地方无效。 

3、 填（书）写必须使用黑色字迹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 

4、 考试结束，将答题纸和试题一并装入试卷袋中交回。 

5、 本试题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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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答题（本大题共 6小题，每小题 15分，共 90 分） 

1.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2.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联系的基本观点。 

3.辩证否定。 

4.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5.劳动的二重性及其辩证关系。 

6.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不同认识。 

二、论述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30分，共 60 分） 

1.“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

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

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

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

的活动本身的。”（摘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马克思是如何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 

（2）谈谈对“感性的人的活动”的理解。 

2.材料 1：关键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制造业

也一定要抓在我们自己手里。（习近平：《在湖南长沙考察调研时

的讲话》，2020 年 9月 17日） 

材料 2：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

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习近平：《在科学家座

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 9月 11 日） 

材料 3：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任务清单。（2020年 9

月 1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第一阶

段实施进展有关情况发布会） 

请结合以上材料作答： 

（1）为什么要重视科学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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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唯物史观相关原理，试述如何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3）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特征在“科技战”中是如何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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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启用前 

 

重 庆 邮 电 大 学 
 

2021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科目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A）卷              

 

科目代码：             819 

 

考生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必须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填写考生姓名、报

考单位和考生编号。 

2、 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其他地方无效。 

3、 填（书）写必须使用黑色字迹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 

4、 考试结束，将答题纸和试题一并装入试卷袋中交回。 

5、 本试题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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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述题（每题 15 分，共 90 分） 

1. 人的思想品德的结构 

2. 民族精神教育 

3. 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性特征 

4. 运用榜样示范法的具体要求 

5.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载体的特征 

6. 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职能 

二、材料分析题（30分） 

材料：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

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是一个灵

魂的创作，一是不能没有，一是不能混乱。 

…… 

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

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 

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

策，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

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

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

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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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

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

引领风尚。 

…… 

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

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以文培元的使命。 

…… 

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的政协委员做了大量工作，围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推

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营造风清气

正网络空间等协商议政。2018 年，就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调研建言，

对促进科学决策、有效施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外文出版社， 2020

年 8月第 1 版。 

 

结合上述材料分析： 

1. 文化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2. 如何优化文化环境？ 

三、论述题（30 分） 

   结合实际，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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