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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2_BB_E5_8D_B7_E7_c65_105274.htm 近两年来政治卷的新

特点 试题内容新颖，充满着时代感。整个试卷内容几乎全部

是当年国际国内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

大事件，以2003 年试题为例，党的十六大、全国“两会”召

开、防治非典、“三农”问题、美伊战争等。 显示上海特色

。由于本市单独命题，上海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重要的

社会新闻诸如上海申博成功、市政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区

县人大换届选举都列入了考察范围或用于试题作情境。 重点

突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总体奋斗目标。作为试卷的“压轴戏

”的论述题，既不回避社会热点，又跳出平时教师和学生思

考和复习的定势，使考生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设置开放性试

题，鼓励考生的创造性思维。如，请考生以食人鱼事件为题

材，从政治或经济选取一个角度进行课题研究，并简单写出

选题的理由。这道试题解题的关键是能写出选题的理由，即

选题与事件是否有相关性，以及选题本身的重要性(必要性)

。 近年来各校不断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推广研究性学习方式

，课程教学改革深化使上海市政治高考的总体成绩比较稳定

。 学生答题中存在的问题 确实有一些考生有点畏惧选考政治

学科，考生之间差距特别大，阅卷过程中发现的三大问题，

是很值得注意和解决的。 在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上有缺陷。

一种，表现为对教材中的理论知识不熟悉，甚至根本不知道

；另一种，对理论知识一知半解，回答问题时张冠李戴，颠



三倒四；再一种，死记硬背，只会机械性记忆和背诵书本上

的词句而不能应用。 视野不宽，思路狭窄。一种不能充分把

握住试题给予的有效信息，往往只是利用了其中的一部分信

息，而置另一部分信息于不顾。另一种，对国内和国际上发

生的重大事件、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方针、国家重大成就和

重要举措、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事例等，了解得太少、太浅，

因而也就难以同教材中的相关理论知识联系起来，运用理论

知识来回答问题和分析说明问题。 运用理论知识去认识、分

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 运用理论知识说明实际问题，是政

治学科考查考生能力的基本要求。于是，考生既需要熟悉和

掌握理论知识，缺少理论知识就谈不上很好地回答问题；又

需要对时事形势(即试题中的背景材料)有较多的了解，闭目

塞听当然也难以高质量地回答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会用”

，能够准确地用相关的理论知识按照试题的要求，联系所给

予的信息(背景材料)，去认识、判断、分析、评价、说明问

题。一些出现在试题中的热点问题，大家都是能够在复习中

注意到的，如今年的防治“非典”、伊拉克战争、上海发展

、党的十六大精神等，因而答题一般都比较容易上手。 可是

，我们也发现不少考生在这些试题上得分不高，这是很可惜

的。什么原因呢？有的是只会孤立地背诵教材中的词句(如，

回答用伊拉克战争作为背景材料的第29题，就写上诸如和平

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以及联合国作用等)，而没有按照试题所要求的“中国政府

为什么要采取这一立场”来回答问题。同时，我国的国家性

质和国家职能，我国的外交政策等知识，也就在这些考生的

思维视野之外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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