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修历年真题分章节点版 

 

第一章人生的青春之问 

1.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2012 年第 13 题（单选）.人生目的是人在人生实践中关于自身行为的根本指向

和人生追求，它所认识和回答的根本问题是（） 

A.人为什么活着 

B.人如何对待生活 

C.怎样对待人生境遇 

D.怎样选择人生道路 

  

2.人生价值的评价与实现 

2017 年第 14 题（单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们确定和实现人生价值提供

了基本遵循。人生价值评价主要是看一个人的人生活动是否符合社会的客观规

律，其评价的根本尺度是（） 

A.文化标准 

B.经济标准 

C.政治标准 

D.历史标准 

  

2015 年第 14 题（单选）.钱学森曾经说过：“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

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这说明评价人生价值的根本尺度是（） 

A.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 

B.个体在社会中的影响 

C.个体对社会和他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贡献 

D.个体从社会获得的满足程度 



  

2013 年第 13 题（单选）.个体的人生活动不仅具有满足自我需要的价值属性，

还必然包含着满足社会需要的价值属性。个人的需要能不能从社会中得到满

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取决于他的（） 

A．社会影响  B．社会价值 

C．社会地位  D．社会理想 

  

  

第二章坚定理想信念 

信念的内涵与特征 

2017 年第 13 题（单选）.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

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

神状态。信念是人们追求理想目标的强大动力，决定事业的成败。信念有不同

的层次和类型，其中（ ） 

A.各种信念没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 

B.低层次的信念代表了一个人的基本信仰 

C.相同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们的信念始终一致 

D.高层次的信念决定低层次的信念 

  

  

第三章弘扬中国精神 

1.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2010 年第 12 题（单选）.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

“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动人的传说集中体现出的中华民

族精神是（） 

A.勤劳勇敢    B.团结统一    C.自强不息       D.爱好和平 

  

2.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2016 年第 13 题（单选）.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涵

和特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把黑暗的旧中国改造成光明的新中国。

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心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献身于祖国统一大业。这表明（） 

A.爱国主义是客观的、具体的   

B.爱国主义是历史的、具体的 

C.爱国主义是客观的、抽象的 

D.爱国主义是主观的、现实的 

  

2012 年第 31 题（多选）.爱国主义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

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

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在我国，爱国主义（） 

A.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 

B.既继承了优良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 

C.体现了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D.体现了爱国主义与拥护祖国统一的一致性 

  

2010 年第 30 题（多选）.1955 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魂牵梦绕的祖

国。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时，他说：“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

为道理很简单 ——鸦片战争近百年来， 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

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

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

不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

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

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弃呢？”钱学森发

自肺腑的言语，对我们在新时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启示是（） 

A.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B.个人的理想要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相结合 

C.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 

D.爱国主义是爱国情感、爱国思想和爱国行为的高度统一 



  

3.改革创新是时代要求 

2013 年第 12 题（单选）.我们要大力弘扬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人民精神风貌的集

中体现，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强大力量。时代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其核心是

（） 

A．国际主义     B．集体主义 

C．改革创新     D．开拓进取 

  

第四章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无命题 

第五章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1.道德的功能和作用 

2013 年第 31 题（多选）.一位社会学家发现大楼的一块玻璃坏了，起初他没太

当回事，没过多久，他发现许多处窗户都破损了。经过调研后，他得出结论：

一样东西如果有一点破损，人们就会有意无意地加快它的破损速度；一样东西

如果完好无损，或是及时维护，人们就会精心地护理。这就是著名的“破窗定

律”。下列关于道德修养的名言与“破窗定律”内涵相近的是（） 

A．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 

B．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 

C．小善虽无大益,而不可不为；细恶虽无近祸,而不可不去也 

D．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2011 年第 13 题（单选）.道德的功能是指道德作为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对于社

会发展所具有的功能，其中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 

A.辩护功能   B.沟通功能 

C.调节功能   D.激励功能 

  

2.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 



2012 年第 14 题（单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c） 

A.爱国主义 

B.集体主义 

C.为人民服务 

D.社会主义荣辱观 

  

3.个人品德 

2010 年第 11 题（单选）.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

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下列名言与这段话含义一致的是（） 

A.“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B.“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C.“不学礼，无以立” 

D.“是非之心，智也” 

  

第六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1.法律及其历史发展 

2017 年第 30 题（多选）.我国法律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和传承，据《说文解字》

阐释，汉语中“法”的古体是“灋”。 “灋，刑也，水之如平，从水；廌，所以角不

直者去之，从去。”在古代，“法”主要表现为“刑”或“刑律”，“刑”既有刑戮、罪罚

之意，也有规范之意；“廌”也称“獬豸”，是神话中的独角兽，它公正不阿、善断

是非曲直。上述材料表明，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和诉求是（） 

A.法律寄托着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价值追求 

B.法律体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 

C.法律富含着公正如水、正义神圣的深刻意蕴 

D.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2.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2014 年第 14 题（单选）.近年来，从“彭宇案”掀起的轩然大波，到“扶老被诬伤

老，好人败诉赔钱”等事件的一再发生，使历来推崇“助人为乐”的国人遭遇严重



的道德考验。2013 年 8 月 1 日，《深圳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的正式实

施，填补了国内公民救助行为立法的空白。为此，有媒体撰文《“好人法”释放

道德正能量》，认为该规定无疑会释放出挺好人、做好人的正能量，对社会风

气的净化不无益处。法律之所以能释放道德正能量，是因为(  ) 

A.法律是道德的归宿 

B.法律是道德的基础 

C.法律是道德的前提 

D.法律是道德的支撑 

  

  

3.我国的实体法律部门 

2012 年第 12 题（单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我国全部现行法律规

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并由这些法律部门所构成的

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每一法律部门均由一系列调整相同类型社会关系的

众多法律、法规所构成。下列选项中属于独立法律部门的是（） 

A.知识产权法 

B.商法 

C.公司法 

D.民法商法 

  

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内容 

2016 年第 30 题（多选）.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继

2011 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之后，2014 年又提出“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变化体现在

（） 

A.法治体系不仅有法律规范体系，还包括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

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 

B.法治体系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C.法治体系既要有法律的制定，也要保证法律的落实 

D.法治体系不仅仅是静态的法律文本，而且也是动态的法的实现过程 



  

5.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 

2016 年第 14 题（单选）.我国宪法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为一项基本原

则。法律的重要使命就是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的法律保障包括宪法保

障、立法保障、行政保护和司法保障。其中，宪法保障是( ) 

A.人权保障的前提和基础 

B.人权保障的重要条件  

C.人权保障的关键环节  

D.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  

  

6.权利和义务 

2017 年第 31 题（多选）.公共生活中个人权利与他人权利发生冲突在所难免，

比如学生宿舍里有人看书、有人休息、有人要听音乐……对解决权利冲突要有

正确的认识，虽然每个人都有行使个人权利的自由，但也要尊重他人的权利。

这是因为（） 

A.不尊重他人权利，就有可能丧失自己的权利 

B.尊重他人权利既是一项法律义务，也是一项道德义务 

C.权利实现的内在动力是人们彼此之间对各自权利的相互尊重 

D.尊重他人权利是公民权利意识的重要内容 

  

2016 年第 31 题（多选）.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密不可分。二者之间关系的正确表述是（） 

A.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B.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C.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具有顺序性 

D.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具有二重性 

  



2015 年第 31 题（多选）．1763 年，老威廉·皮特在《论英国人个人居家安全

的权利》的演讲中说：“即使最穷的人，他在小屋里也能够对抗国王的权威。屋

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淋进这所房

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

槛。”这段话后来被浓缩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凸显了权力和权

利的关系是() 

A.权力应当以权利为界限 

B.权力决定权利 

C.权力必须受到权利的制约 

D.权力优先于权利 

  

2011 年第 12 题（单选）.法律的指引作用主要是通过授权性规范、禁止性规范

和义务性规范三种规范形式来实现的，其中，义务性规范是告诉人们（） 

A.不得或者不准做什么 

B.可以或者有权做什么 

C.应当或者必须做什么 

D.能够或者不能做什么 

  

7.宪法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 

2010 年第 31 题（多选）.政治权利和自由是指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体依法

享有的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自由，是国家为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提供

的基本保障。这一基本权利具体包括（） 

A.人身自由权       B.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C.宗教信仰自由     D.政治自由 

  

  

答案：

A  D  C  B  D  C  B  ABCD  ABCD  C  BC  C  B  AC  D  D  ABCD  A  

ABCD 

ABD  AC  C  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