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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成人高考魅力不减！　　作为一项国家级大考，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一样，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今天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进程中，成人高考有其独特的优势，散
发出独特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近几年成人高考增加的不仅仅是人数，也是人们对继续教育的渴
求。这是学习型社会带给我们的一股清新之风！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教育部考试中心修订颁布
的2010年《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凸显了“更好地体现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考试的目标、满足成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需要。突出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
广大在职从业人员服务的宗旨”。在要求上适当降低了难度，实用性、针对性更强。　　为了适
应2010年大纲出现的新变化、新要求，我们邀请了全国各地著名高校的专家、教授和重点高中的特、
高级教师，严格依据大纲精神对复习考试丛书进行了系统的修订。修订后的这一套复习考试丛书，及
时反映了大纲的最新变化，全面体现了大纲的最新精神，结构更加科学、合理，适用性更强，成为广
大考生复习备考的理想用书。　　修订后的这套复习考试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内容
紧扣大纲，编写立意突出了大纲提出的“更注重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把握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
能力”的要求。　　二、各章、各部分的同步练习、典型例题、答案解析等各个方面，都贯穿了大纲
要求，着眼和服务于对考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和提高这个基本目标上。　　三、丛书内容
方面，在保证覆盖大纲所有知识点的前提下，剔除了部分过于冗长的文字，适当减少了篇幅，使复习
考试丛书更精练、简洁。　　根据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科起点升本科）不同专业科目设置
的不同，为方便报考不同专业考生的需要，本套丛书设置包括以下四个系列书目：教材、一本通、全
真模拟试卷和命题预测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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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专科起点升本科·最新全国成人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一本通:政治、英语、高等数学(2)》内
容简介：作为一项国家级大考，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一样，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
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进程中，成人高考有其独特的优势，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从
这个意义上讲，近几年成人高考增加的不仅仅是人数，也是人们对继续教育的渴求。这是学习型社会
带给我们的一股清新之风！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教育部考试中心修订颁布的2010年《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凸显了“更好地体现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考试的目标、满足成人高等学校
选拔新生的需要。突出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广大在职从业人员服务的宗旨”。在要求上适当降低了
难度，实用性、针对性更强。
为了适应2010年大纲出现的新变化、新要求，我们邀请了全国各地著名高校的专家、教授和重点高中
的特、高级教师，严格依据大纲精神对复习考试丛书进行了系统的修订。修订后的这一套复习考试丛
书，及时反映了大纲的最新变化，全面体现了大纲的最新精神，结构更加科学、合理，适用性更强，
成为广大考生复习备考的理想用书。
修订后的这套复习考试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内容紧扣大纲，编写立意突出了大纲提出的“更注重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把握和分析、解决问
题的实际能力”的要求。
二、各章、各部分的同步练习、典型例题、答案解析等各个方面，都贯穿了大纲要求，着眼和服务于
对考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和提高这个基本目标上。
三、丛书内容方面，在保证覆盖大纲所有知识点的前提下，剔除了部分过于冗长的文字，适当减少了
篇幅，使复习考试丛书更精练、简洁。
根据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科起点升本科）不同专业科目设置的不同，为方便报考不同专业
考生的需要，本套丛书设置包括以下四个系列书目：教材、一本通、全真模拟试卷和命题预测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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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政治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节 哲学及其
基本问题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基本特征第二章 物质和意识第一节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第二
节 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第三节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第三章 事物的联系、发展及其规律第一节 唯物
辩证法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第四章 实践和认识第
一节 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第二节 认识及其辩证发展过程第三节 真理及其检验标
准第五章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意义第二节 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第
三节 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六章 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主体的作用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二节 
社会发展的动力第三节 历史是人们的自觉活动的结果第七章 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
历史进程第二节 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第三节 人的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部分 毛泽东思想概论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第二节 毛泽东思
想的科学含义和科学体系第三节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基
本纲领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和民族民主革命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的基本
纲领第三章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第一节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
二节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要点第三节 人民军队的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第四章 
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思想第一节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线第二节 实现革命统一战线的
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第五章 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理论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性第
二节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容第三节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第六章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
理论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第二节 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七章 关于社会主
义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一节 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成果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
方针政策第三节 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局限第三部分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第一章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第
二节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第三节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第二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一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二节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
本质和根本任务第一节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第四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第一节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第四节 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第五章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
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第二节 全面理解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
制度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第一节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二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三
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第一节 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第三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
任务和基本内容第九章 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开放第一节 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第二节 我国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第三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第十章 “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
的完全统第一节 “一国两制”构想第二节 “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实践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源泉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领导核心第三节 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英语Part One语音知识Part Two词汇与语法结构一、名词
二、冠词三、代词四、数词五、形容词和副词六、介词七、动词时态及语态八、情态动词九、非谓语
动词十、并列句及其常用连词十一、复合句十二、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与感叹句十三、强调十四
、倒装句十五、省略十六、主谓一致十七、虚拟语气十八、连词和感叹词十九、构词法Part Three完形
填空Part Fore阅读理解Part Five日常会话Part Six短文写作高等数学（二）第一章 函数、极限和连续第一
节 函数第二节 极限第三节 连续第二章 一元函数微分学第一节 导数与微分第二节 导数的应用第三章 
一元函数积分学第一节 不定积分第二节 定积分第四章 多元函数微分学第五章 概率论初步第一节 排列
与组合第二节 随机事件第三节 事件的概率第四节 条件概率、乘法公式、独立性第五节 随机变量附录
一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专升本)《政治》复习考试大纲附录二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专升
本)《英语》复习考试大纲附录三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专升本)《高等数学(二)》复习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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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1.唯心主义关于物质的观点唯心主义者从意识第一性、
物质第二性的观点出发，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精神是一切物质形态的共同本原和基础。主观唯心
主义者认为，物质是自我意识的产物，如贝克莱认为“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即是被感知”，我
国明朝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王守仁认为，“天下无心外之物”，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等。　　客观
唯心主义者认为，物质是离开人脑的某种客观精神的产物，如柏拉图认为，物质是“理念”的“影子
”；黑格尔认为，物质是绝对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在事先”等。　　2.旧
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称为旧唯物主义。　　（1）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的物质观。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本原是某一种或某几种“原初物质”，“原初物质”是世界的
本原。如：古代希腊米利都学派把水当作是原初物质；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本原是一团永恒燃烧的“
活火”；在中国古代有五行说，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所构成，王充的“元气说”认
为物质是气；古代印度把物质理解为地、水、火、风。这种物质观是一种直观的、朴素的猜测，它把
物质是具体形态与哲学的物质概念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　　（2）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
观。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将原子归结为物质，认为原子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本原，万事万物都是由原子构
成的。它把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论同哲学的物质范畴混为一谈，给唯心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　　3.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的观点　　（1）列宁的物质定义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
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
、反映。”即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并能为人们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第一，物质是一个哲学范畴而不是一个自然科学概念。第二，物质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于意识而
独立存在。第三，物质是可知的，可以为意识所反映。　　（2）列宁的物质定义的意义　　第一，
它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实在，彻底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划清了界
限。第二，它指出物质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物质是可知的），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同经验论
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第三，它指出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克服了旧唯物主义把物质归结
为具体形态和结构的局限性，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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