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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基础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军事理论基础是为招收军事类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

国统一入学考试科目。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继续攻

读军事类硕士研究生所需要的军事基础理论。评价的标准是优秀本科毕业生

能达到的军事理论知识良好以上水平，以利于各高校择优选拔，确保军事学

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Ⅱ.考查目标

军事理论基础考试范围包括军事历史、军事思想、联合作战基础知识、

军事战略和军事地形学。军事历史部分，主要突出军事历史概述、第二次世

界大战史、战后局部战争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基本知识；军事思想部

分主要突出基础性、通用性的特点，重点考察对军事理论知识、军事历史知

识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掌握程度，既要系统掌握我党我军的军事思想体系，

又要对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所了解；联合作战基础知识部

分主要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和准确性的特点，重点考查联合作战基础理论知

识，能够明确联合作战相关概念、基本特点和主要原则，掌握联合作战力量

与运用、战场与战场环境、主要作战样式、指挥和保障、外（台）军等基本

知识；军事战略部分主要包括军事战略含义与构成要素、战略环境、新时代

军事战略、现代战争战略指导、军事危机管控战略指导、军事力量发展战略、

主要国家和台湾地区军事战略等基本知识；军事地形学部分主要突出实践

性、应用性和综合性的特点，重点考察对军事地形学基本知识、地形图识别

与使用和标图基础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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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军事理论基础单科科目。

四、试卷题型结构

填空题 第 1-10 小题，每空 1 分，共 30 分

单项选择题 第 11-25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30 分

多项选择题 第 26-3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判断题 第 31-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简答题 第 41-44 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40 分

论述题 第 45小题，共 20 分

Ⅳ.考查内容

一、军事历史（30分）

（一）军事历史概述

1.军事历史的基本概念、特征和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

2.学习研究军事历史的基本方法

3.古近代军事历史发展的基本概况

4.古近代军事历史发展的主要经验教训和启示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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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及对当前的启示

2.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的主要经过、经验教训和历史启示

2.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世界格局和军事发展的影响

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及历史启示

（三）战后局部战争史

1.冷战形成过程及影响

2.战后局部战争的发展变化过程及主要特点

3.战后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产生的根源及对世界格局和军事发展的影

响

4.战后主要局部战争的主要类型及重大战例的主要经过及历史启示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1.人民军队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不同

历史时期战争的时代背景、主要经过和特点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过程及历史影响

3.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历次军事战略转变的主要内容、经验教训及历史启

示

4.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大战役主

要经过、经验教训和历史启示

二、军事思想（40分）

（一）绪论

1.军事思想的基本含义、基本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2.学习研究军事理论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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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历代军事思想

1.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战争观的主要内容、战略思想的主要

内容、作战思想的主要内容、治军思想的主要内容

2.《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及思想精华

（三）外国军事思想

1.西方古代军事思想主要内容及代表人物

2.西方近代军事思想主要内容及代表人物（包括战争观、战略思想、作

战思想、建军思想等）

3.《战争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及主要军事思想

4.西方现当代军事思想主要内容及代表人物（包括战争观、战略思想、

作战思想、建军思想等）

（四）马恩列斯军事理论

1.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2.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的主要内容：战争观的主要内容、军队建设的

主要内容、战略战术的主要内容

3.列宁军事理论的主要内容：战争观的主要内容、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

理论

4.斯大林军事理论的主要内容：军队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大纵深作战

理论的主要内容

（五）毛泽东军事思想

1.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涵义、形成与发展过程、科学体系

2.战争观和战争认识论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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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军队思想

4.人民战争思想

5.人民战争战略战术

6.国防建设思想

（六）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1.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科学涵义、理论体系、地位作用

2.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

3.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4.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5.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七）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1.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科学涵义、理论体系、地位作用。

2.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

3.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调整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影响

（八）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1.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2.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科学发展观及主题主线

3.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

（九）习近平强军思想

1.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时代背景

2.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地位作用

3.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主要内容（十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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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作战基础知识（30分）

（一）概述

1.联合作战的概念。

2.联合作战发展趋势。

3.联合作战的主要特点。

4.我军联合作战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二）联合作战力量

1.陆军力量构成、主要编制装备及在联合作战中的运用。

2.海军力量构成、主要编制装备及在联合作战中的运用。

3.空军力量构成、主要编制装备及在联合作战中的运用。

4.火箭军力量构成、主要编制装备及在联合作战中的运用。

5.战略支援部队力量构成、主要编制装备及在联合作战中的运用。

6.联合保障部队力量构成、主要编制装备及在联合作战中的运用。

7.武警部队力量构成、主要编制装备及在联合作战中的运用。

（三）联合作战战场与战场环境

1.陆战场、海战场、空战场、太空战场、网络空间战场、电磁空间战场

在联合作战中的地位作用。

2.自然环境构成及对联合作战的影响。

3.社会环境构成及对联合作战的影响。

4.电磁环境构成及对联合作战的影响。

（四）联合作战主要样式

1.联合作战样式的概念及主要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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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岛屿进攻作战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行动。

3.联合海上机动作战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行动。

4.联合边境自卫作战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行动。

5.联合跨域控要作战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行动。

6.联合防空反导作战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行动。

（五）联合作战指挥

1.联合作战指挥的定义及指挥原则。

2.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架构、指挥机构编成编组、指挥权责及指挥方式。

3.联合作战指挥方式。

4.联合作战筹划主要内容、工作方法及基本程序。

5.联合作战指挥控制内容、基本程序及主要方法。

（六）联合作战保障

1.联合作战侦察情报保障的定义及主要内容。

2.联合作战信息保障的定义及主要内容。

3.联合作战后装保障的定义及主要内容。

（七）联合作战国防动员

1.联合作战国防动员主要特点。

2.联合作战国防动员主要领域。

3.联合作战国防动员主要工作。

（八）联合作战政治工作

1.联合作战政治工作基本特点。

2.联合作战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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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合作战政治工作基本要求。

（九）外（台）军知识

1.美军指挥体制、力量构成、作战思想、作战原则。

2.俄军指挥体制、力量构成、作战思想、作战原则。

3.台军指挥体制、力量构成、作战思想、作战原则。

4.日本自卫队指挥体制、力量构成、作战思想、作战原则。

5.印军指挥体制、力量构成、作战思想、作战原则。

四、军事战略（20分）

（一）军事战略概述

1.军事战略的含义及其分类

2.军事战略在战略体系中的地位作用

3.军事战略的主要特点、基本构成要素

（二）战略环境

1.当前国际战略形势

2.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国内安全环境

3.战略环境变化对我国安全发展的影响

（三）新时代军事战略

1.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

2.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时代内涵

3.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基本内容

（四）现代战争战略指导

1.现代战争特点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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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战争基本战略指导

（五）军事危机管控战略指导

1.军事危机基本内涵、主要类型及其特点规律

2.军事危机预防的基本要求和主要措施

3.军事危机处置的基本要求和处置方式

（六）军事力量发展战略

1.军事力量建设基本规律

2.新时代军事力量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指导和战略重点

（七）主要国家和台湾地区军事战略

1.美、俄、日、印等国军事战略及其基本威胁判断、战略目标和战略指

导

2.台湾地区及台军军事战略主要内容

五、军事地形学（30分）

（一）概述

1.军事地形学绪论。

2.地形对作战行动的影响。

（二）地形图的识别

1.军用地形图基本要素。

2.比例尺及其应用。

3.坐标网及其应用。

4.分幅编号及其应用。

5.方位角和偏角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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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物符号与注记。

7.地貌的识别与判读。

（三）军事标图基础

1.军事标图概述。

2.标号的构成与组合规律。

3.军队标号的使用规则。

4.常见军事情况的标绘。

（四）现地使用地图

1.现地判断方位。

2.现地标定地图。

3.现地对照。

4.判定点位。

5.按图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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