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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AB_98_E6_97_B6_E6_c65_105281.htm 近几年上海政治高考

卷中，事例和情景几乎100%取决于国家的重大政策、方针，

国际、国内的重要事件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把教材

中的理论知识与时政材料有机结合已成为政治高考卷最重要

和最突出的特点。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熟悉了解时事新闻，

还要能够运用学习过的理论知识和观点去思考分析和说明问

题。在近几年的政治高考试卷中所采用的时事材料，对于绝

大多数考生并不陌生，试题总是从新的角度、新的切入，以

前简单的题海战术、临考押题等手段都不管用了，这就要求

学生在复习时密切关注时事新闻。 尽管政治高考卷所提供的

时事情景是考生了解或熟悉的，但在回答简答题或分析说明

题时却仍然不知所措。每年政治学科高考试卷中的简答题和

分析说明题是考生之间拉开差距的题目。要在高考中取得好

成绩，平时就必须提高时政新闻分析和评价能力。那么如何

提高呢？笔者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很多考生在考前的复习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过高考卷中所

采用的时事材料，可是高考卷与平时练习在问题的角度侧重

上会有所不同。当考生心理素质不佳时，遇到自己熟悉的材

料，发现问题却很陌生，就容易产生一定的畏惧感，导致本

来冷静下来能回答的题目因为紧张而不知所云，所以在日常

测验中要注意把握答题时间，学会让自己放松，以最佳的状

态投入考试。 ■夯实基础知识，学会辩证地答题。没有对书

本的理解和掌握，怎么可能会有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考生应



该建立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知识与知识之间是有联系的，

不能人为地割裂书本知识本身固有的联系，机械地记忆知识

。每一课有相对独立的知识结构，但是我们又不能只关注独

立的一课，因为课与课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如第三课的政党

制度与第二课的社会主民主政治是有相关性的，如果复习时

对于知识结构的掌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会导致答题要

点不完全。 例如2004年试卷中的第29题：上海市政府今年5

月1日率先施行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要求考生回答信息公开

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许多考生都能答到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公民的参与，却很少有学生回答政府为公民民主权

利的实现提供保证，这说明考生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知识

结构的理解不够完整，只顾及民主任务的建设，而没有把它

放在整个民主制度中去考虑。 ■增强阅读能力，获取题目中

有效信息。很多考生大部分时间关注的是书本知识的掌握，

可是每年高考用的总是最鲜活的事实材料，这就要求考生在

高三一年中关心社会重大时事，经常阅读解放日报、文汇报

等重要报刊，这样时事考试时就不会陌生，同时提高了阅读

能力。例如：2004年第30题，其中包含的有效信息应该有“

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等词，许多考生只看到了经济增长

方式，而忽略了资源稀缺性，导致答题不能完整地运用理论

知识去分析问题。 ■学会把理论知识与时政新闻建立相应的

关联。以一周为周期，收集一周内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

对于重大事件要知晓它的来龙去脉，了解事件发展的全过程

。可以拿一本空白的笔记本折三折，把时事粘贴在空白笔记

本的左边，中间是相关知识的全部知识结构，右边空白处根

据左边的材料写上相应的知识点。这样的做法要求不高，但



贵在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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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