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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9_AB_98_c65_105255.htm 1、夯实基础，构建知识网络 进

行政治复习时要立足于本学科，夯实基础，要求考生能确定

概念与结论的类型，把握中心概念，并能从内涵外延等多方

面理解，即要对考试范围内的全部知识点做到准确理解基本

概念，全面把握基本原理，深刻领会党和国家重大路线、方

针和政策，切忌简单化和一味死记硬背，要在把握每一个知

识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知识点在系统中的纵横坐标位置

，从宏观上建立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综合化的知识体系

，做到心中有数，条理清楚，因果明确。 2、注热点，透过

现象把握本质 在复习中，考生须高度重视本年度的社会政治

、经济发展动态，关注国内外的重点、热点问题，如西部大

开发、社会公共卫生问题、“三个代表”理论、知识经济与

创新能力、东北老工业基地、“三农”问题、国际形势与我

国的外交、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中东问题等热点问题，

都值得运用教材原理多角度、多层次地理解分析，真正领会

其实质，学以致用。同时，还须关注与生产、生活实际密切

联系的知识，如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可持续发展

问题，科技发展动态，文化思想的发展等。 3、强训练，培

养技能，精练图表题 不少考生考试中得分低的重要原因是缺

乏综合理解、分析、推理能力，无法拓展思维。因此，考生

在进行复习时，特别要注意训练能力。近年的高考试题中尤

其是主观性命题大多通过运用新材料、设置新情境来考查学

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好这类试题，一要认真审读材料



及设问要求，特别要注意设问的规定性条件；二要进行信息

筛选，找准关键词，它们是答题的依据和切入点；三要寻找

试题与课本的关联点，作为解题的依托；最后，要恰当地使

用政治术语，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地表达自己对问题的认识

：另外，近年来，图表、数据量在高考题中有所加大，要求

考生静下心一步步分解分析。按“明确图表、数据所展示的

主要概念群(箭头)进一步发掘信息价值，寻找第二级至第三

级概念群(箭头)说明不同层次概念间的关系”的顺序思考。

同时，考生还要培养用生动、直观的图示来表达概念的能力

。 4、宽视野，全面提高能力和素质 政治试题综合性强，对

考生的能力和素质要求高。在政治复习备考中不仅要掌握书

本理论，而且还要关注现实；不仅要注意学科内的联系，而

且还要注意与相关的其他学科的联系，把握学科知识的结合

点、交叉点、渗透点。全面提高能力和素质，就是在政治复

习备考中，培养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能力、综合运用知识的

创新意识和能力。改变学习方式，重视发挥主体作用，重视

日常学习知识的储备、能力和素质的提高，不靠突击复习，

搞题海战术，更不靠考前猜题押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