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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5/2021_2022__E9_AB_98_

E4_B8_89_E6_94_BF_E6_c65_105278.htm 目前，多数学校都已

结束了高三政治学科的第一轮复习即对《经常》、《哲常》

、《政常》基础知识点的复习，但是少数学校可能还有其中

某一部分未来得及复习。因此，大家可以根据本校的实际确

定自己的复习计划与进度，但大致来讲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寒假之后的24月份，可采用知识专题的方式将政治学

科的知识点再滚一遍，力求准确地理解，熟练地掌握，做到

像电脑一样随“点”随到；第二，五月份集中复习时政热点

专题，特别是与政治学科的密切结合点、交汇点，一般以“

十大”专题为宜，力求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体现时代性

、前瞻性、针对性和创新性等特点；第三，六月的考前几天

，再回归课本，整合知识点，建构知识网络，同时，进行平

时考卷回头看，特别是在已错、易错的反思中做到“颗料归

仓”。 高三寒假后的复习力求务实高效，就必须坚持四个结

合： 1．时政热点与课本知识相结合。高考命题的基本思路

是“题目在书外，但题根在书中”。政治高考试题往往以现

实中有关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为材料，创设一些新情景、提

出一些新问题，要求考生整合书本知识来组织答案。这就要

求大家平时要关心国内外重大时政，并深入思考其中蕴含的

政治课的基本道理，将时政热点与课本知识挂起钩来，力求

找到二者的交汇点。 2．生活观察与理性分析相结合。政治

高考试题不仅来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而且越来越贴近中学

生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与心理实际；有的试题涉及到对我



国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新成就。这就要求

大家在复习过程中注重观察，观察生活、观察自然、观察人

生，与此同时要进行理性思考，把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泽

方法用于观察的全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思维品质和水平。 3

．夯实基础与提高能力相结合。夯实基础知识，砸牢知识点

是提高各种能力的基础和前提，因为知识是能力的载体，没

有知识就没有能力。提高能力则是理解和运用知识的目的和

升华，也是应用知识的体现，因为能力依赖于知识，依赖于

对知识的理解和相互渗透。因此，对基础知识点的复习首先

要全面，而且要对照去年的《考纲》逐一地找出它们在课本

中的准确位置，尤其在下阶段的复习中，对每一个知识点都

要一视同仁，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和猜押心理，因为任何以往

的经验都是不适用的。比如哲学基础知识，必须十分清楚唯

物论、辩证法、认识法、人生观四个部分的构成网络与界限

，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的准确表述及其所要求的方法论意义

以及反对的错误倾方向等。只有基础知识牢固了，才能提高

各种能力，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目的。 4．学科内综合与学

科间联结相结合。对于大多数考生参加综合考试来讲，一定

要首先“看好自家门，并适当地串串门”。在学好各学科主

干知识和建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加强学科内的综合（这是

主要的）；与此同时，重视学科间的知识联结，尤其要注意

那些基本的特别是可以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的知识点，重视那

些开放式的，与当前形势紧密结合的时政热点试题，通过强

化训练来培养和提高其发散性思维和自主渗透能力。比如“

三农”问题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它不仅涉及到政

治学科内的知识点，而且与历史、地理也有较大的相关性。 



在短短的今后四个月中，怎样才能搞好复习，提高复习的有

效性呢？建议： 1．通览全书，建构体系。无论是应付单科

考试，还是综合考试，都要以本为本，以纲为纲，坚持一本

书主义，全面理解与掌握政治学科的三门课知识，以致于灵

活应用，进而创造性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些要求考生

老老实实地回归课本，通览全书，整合相关知识点，建构知

识体系，让所学的知识系统化，立体化，真正达到运用自如

的程度。比如说“经济效益”这一知识点，它自身包括含义

、内容、表示公式、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性与途径，同时还

要找到它与价值规律、国企改革、市场经济的特征、市场交

易的原则、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和正当

竞争手段等经济学知识点的联系；还要进一步扩展到哲学中

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联系的观点、发展的

观点和可持续发展等知识；另外还要联系政治常识中的国家

职能、国际竞争的实质等内容，从而全面理解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的真正内涵。 2．突出重点，

关注盲点。政治高考命题是以能力立意为主，而且从不回避

热点和焦点问题，整个试题以各学科主干知识为考查主体，

以热点和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为中心，使试题根植于现实的

社会生活中，既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又使考生有话可说。正

因为这样，大家在复习时应抓住时政热点和重点知识的交汇

点，突出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掌握与应用，理解必考点，

了解选考点，关注近几年高考未考过的知识盲点，如哲学中

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经济学中的国企改革等等。 3．

强化训练，与进俱进。强化训练并不是指增加机械的无效的

重复训练，也不是生搬硬套的应试训练，而是激活思维、培



养能力、题量适中的有效训练。题海战术要不得，不做习题

也不行。因为通过做题，可以使基础知识细化、准确化、条

理化、规范化、熟练化，同时，及时发现自己掌握基础知识

的漏洞，做到补缺补差，提高解题和实战的能力，力求与时

俱进。 最后，还要多思多问，注重综合，掌握科学的答题方

法和技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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