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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6_80_9D_E6_c65_105267.htm 随着高考改革的深

入，思想政治学科由原先单独的高考科目成为“文科综合”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与备考提出了新

的要求。结合高考备考要求、学科特点和学生实际，粗谈一

下高考思想政治课复习的看法，供各位同仁商榷。 从近几年

的文科综合高考试题来看，依然是以单学科独立知识和学科

内综合知识为主，跨学科的综合知识相对较少，即使是在跨

学科的综合题中，也有一部分是应用单学科的知识去分析和

解决问题，所以在复习中应特别注意重点抓好学科知识的复

习，夯实学科知识。根据这一要求，在政治学科备考的过程

中，我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从高三学期初到高考前

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推进，三轮互动，每一个阶段的复习

内容、复习方法与要求等都确定好。不仅要求教师明确，同

时也要让学生清楚，不至于漫无目的。实践证明，这种复习

策略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夯实基础，注重整合，构建知识

网络。 在求活、求新、求变的命题的指导思想下，近几年的

高考题让人无法妄加揣测，惟有抓好基础，才能做到以不变

应万变。政治科高考在试卷中所强调的关注现实生活、发挥

创新意识的要求也是建立在对知识的扎实掌握基础上的。对

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就是能力。所以抓好基础，既能保证高

考中占80%的基础题、中档题的得分率，又使提高能力成为

可能。抓基础必须重视知识的落实。“不怕难题不得分，就

怕每题被扣分”，说明了对教材基础知识落实的重要性。教



师讲了多少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学生掌握了多少，所以复习

越到最后，教师越应狠抓落实，越应为学生创造抓落实的时

间，真正让学生做到对“双基”融会贯通。 在复习过程中，

依据《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根据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在第一轮复习中我对课本知识分了五个层次，即课题节题

框题问题问题阐述，形成教材的知识网络，帮助学生构建起

科学的知识体系。对于规定的知识内容，不能仅仅满足于简

单的记忆，还要挖掘它们的内在联系、弄清每个知识点在整

个知识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在第二轮复习中本着解决问题的

目的，将知识进行必要的拆分、加工和重组。做好“知识整

合”，实施“立体复习”，打破教材原有顺序和框架结构，

优化组合教材知识，跨框、节、课甚至跨知识体系地进行知

识梳理。例如，对于《哲学常识》的学习，根据各个部分知

识的内在联系加以梳理，形成完整的知识框架，从唯物论、

辩证法、认识论、人生观和价值观四个方面来把握，然后再

从宏观上形成对哲学的整体印象，帮助学生真正做到融会贯

通。对于每个知识内容，帮助学生懂得"是什么"、"为什么"

、"怎么样"。只有真正懂得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才能全面、准确地掌握这一知识点。为此我重视了对知识

的挖掘，特别是主干知识的内在联系，把一些看起来不相干

的知识加以归类，使之网络化、序列化和专题化，提高学生

从变化中找不变，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 二、关注热点，迁

移知识，培养各种能力 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任务，概括地讲就

是传授基本知识、培养各种能力、提高思想觉悟，以实现三

者的有机统一。培养各种能力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中心工作

，它既是我们教学的主要目标，又是我们教学的落脚点，同



时，也是我们适应高考试题改革的需要。高考作为国家级考

试，必然要体现国家意志，试题中设置的新情况、新背景、

新材料和新问题必然会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高考改

革已经由“知识立意”转向“能力立意”，并且将继续深入

下去。 《考试说明》在规定考查知识范围同时，也规定了对

考生的“能力要求”。 如果说，《考试说明》中“考查的知

识范围”对考查内容的广度作了要求，那么“能力要求”规

定的就是高考政治对于考试内容深度的要求。因此，在完成

基础知识复习（即第一轮复习）的前提下，培养能力和强化

能力训练是热点专题复习（即第二轮复习）的首要任务。这

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引导学生熟练地掌握书本知识，而且还必

须善于引导学生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融入社会，关注热点

，学会迁移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指导学

生一定要在平时的学习中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世界、

关注我们共同生存的空间。如果学生在学习中不"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不重视知识的迁移，而是死记硬背，生搬硬套，

那是肯定考不好的。 基础打牢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就自

然而然地提高了。要提高能力和素质，除了首先要夯实基础

外，还必须把所学的基础知识理论应用于实践，用来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即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只有

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变被动为主动。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原则

和生命力所在，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的重要原则。政治科高

考命题注重基础知识和热点问题的融合，倡导“现实问题的

知识性关注，理论问题的现实性追问”，既反对知识化倾向

，也反对时政化倾向，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为此在备考



过程中，我十分关注党的各种会议的召开及其报告的主要精

神，努力将之与思想政治教材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教材进行

增删、整合，对知识进行更新。并把社会热点问题与教学结

合起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了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加强训练，查缺补漏，提高解

题技巧 政治试题的主、客观题目往往都是通过运用新材料、

设置新背景来考查学生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各种能力的，

因此教会学生如何审题、筛选信息、找到切入点等都需要通

过进行针对性训练来培养和提高。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我

还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加强了对现代教学技

术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学习，在教学中，借助现代化教学技术

手段和教学方法，改变过去那种“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

的教学模式，突出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突出抓好知识的落

实，抓好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多给学

生留下展示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适时开展学科研究性学习，

探究性学习，以实现“师生互动、共同提高”。 当然，作为

文科综合有机组成部分的政治学科，决不能隔绝与政治、历

史学科的联系。在备考过程中，我还注重了与历史、地理两

科教师的密切协作，加强了集体备课，统一相关的重点问题

及热点问题等。 以上是我在思想政治课备考工作中的一点做

法，我将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使思想政治课教学与备考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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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