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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法律

一、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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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与道德的区别

三、宪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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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宪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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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察委员会

六、刑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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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犯罪主体

八、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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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物权的变动

十、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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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管理学

一、管理的两重性

二、管理者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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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策的类型

四、公共行政五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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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组织类型

六、公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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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公文写作与处理

一、公文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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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部分

三、公文的语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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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定公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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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物质

二、唯物辩证法的两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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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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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和认识

五、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16

六、商品的价值量和货币

第五篇 毛泽东思想概论

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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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第六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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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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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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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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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体国家安全观

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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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

九、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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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面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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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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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十三、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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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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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时事政治

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一）会议概况

（二）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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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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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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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六）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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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第八篇 经济学

一、宏观调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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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调控的政策

（一）财政政策

（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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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政策

（四）收入分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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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科技常识

一、光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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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体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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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常识

四、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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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能源技术

六、空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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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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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人文历史常识

一、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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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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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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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党务党建知识

一、党的性质和宗旨

二、党的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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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支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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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社会工作知识

一、什么是社会工作

二、社会工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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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工作的要素

四、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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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的伦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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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类需要的层次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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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会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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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危机介入模式的内容及特点

九、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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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小组工作的概念与类型

十一、转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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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社区工作的含义、特点和目标

十三、地区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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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社区照顾模式

十五、社区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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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接案的步骤及核心技巧

十七、介入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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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十九、社区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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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 社区基础知识

一、社区的概念

二、社区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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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区的特征

四、社区的类型——按多元标准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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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区建设的含义和特点

六、社区建设的内容和功能



58

七、社区党组织委员会及其任期

八、社区党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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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区党建的目标要求

十、社区居民自治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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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社区居民自治的特征与基本原则

十二、社区居民自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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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社区居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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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居民会议的举行

十五、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性质、组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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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社区居委会的建设

十七、其他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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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社区工作者概述

十九、社区服务的含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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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社区人民调解

二十一、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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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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