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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抓紧最后的时机,提高复习的效率,为夺取高考政治的好成绩

打下基础。以下就这50多天时间，分三个阶段重点抓住哪些

环节进行复习，提些建议，供同学们参考。 一、4月中、下

旬，积极准备，迎接区县模拟考 绝大多数的区（县）都在4

月20日前后举行高考科目的模拟测试，这对考生来说，是一

次检查、检验、评估自己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的极好机会。

作为加试政治的考生，首先要以认真的态度来应对这场考试

，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掌握教材的基础知识，并结合“社

会热点”作些相应的资料准备。我这里说的“全面复习”要

抓住以下几个环节：第一，根据《考试手册》规定的知识点

范围，将高二“经济常识”和高三“政治常识”两本教材的

知识点系统地梳理、整合一遍。通过梳理、整合，将分散在

教材各课，各节中的知识点有机地联系起来，从整体上把握

教材的知识结构体系，理清几条教材的“主线”。例如高二

“经济常识”教材“前言”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

关系，就是一条贯穿教材的“主线”，教材中的其他重要知

识点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市场经

济、对外开放等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又如高三“政治常识”教材“前言”中“经济与政治”的关

系，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有反作用，是我们在分析国

家政权、民主制度、政党制度和国际关系的基础。第二，重

点把握《考试手册》和教材中调整、修改和新增加的知识点



内容。例如高二“经济常识”中“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世贸组织（WTO）的规则和原则”，高三“政治常识”中

有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要

观点。第三，将教材的主要知识点背诵一遍。教材中的基本

概念（定义、原理、重要观点），主要背诵其关键词；一些

重要知识点的几个层次要能默写出大致意思；教材各课中的

重点条目内容要背得熟一些。 二、5月上、中旬，结合重大

“社会热点”问题复习 高考政治的简答题、分析说明题和论

述题，大多以一年来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生活题材为情景

材料命题。在各区（县）模拟试卷中也有类似的题目，同学

们可以结合自己做过的试卷再复习巩固一下。这里，我要强

调的是，教师指导学生系统地复习重大“社会热点”的时间

一般都是在5月上旬。这阶段同学们要根据指导教师的数学步

骤，将近一年的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社会时事政治和社会热

点问题（如“神舟”五号升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全国

“两会”召开、修改宪法、台海局势、中东巴以冲突等）的

时事背景、与教材知识点的联系，可能命题的思路及解题范

围，作为复习的重点，并学会运用教材相关知识点去正确分

析和评价。近几年高考政治以上海本地社会经济发展为情景

命题有所增加，同学们要关注发生在上海本地的重大社会热

点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关注社会新闻媒体（报纸、广

播、电视），今年以来的有关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有关报

道。在结合“社会热点”复习教材内容时，要开拓思路，注

意从多角度、多层次地去分析、评价社会现象，在做相关的

练习题时，要注意根据情景材料的提示（显性和隐性要求）

或根据命题提问的要求，去正确审题和解题。 三、5月下旬



至考试，强化训练，进一步提高审题和解题能力 这阶段学校

的复习结束，同学们主要在家里复习，相对自由支配的时间

较多。要充分利用最后冲刺阶段的宝贵时间，多做些其它区

（县）的模拟试卷，重点放在进一步提高审题和解题能力上

。近几年，高考政治不断强化对考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考

查，同学们只有通过强化训练，才能逐步适应对能力考查的

要求。特别是对分析说明题中的数据、图表题和论述题中的

综合性命题，在复习中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要通过强化训练

，对教材中的知识融会贯通，能够提高自己处理数据和图表

信息的能力、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能力、应用和归纳能力、

综合与评价能力，以及自主性探究的能力。在做练习时，要

掌握各类题型的审题和解题的基本要求和思路，养成仔细审

题的习惯，要学会根据不同题型的不同特点和要求来解题。 

总之，在最后的40多天里，同学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分阶段地把握复习的重点和节奏，注意调节心态，保持良好

的健康状况，在这里，我预祝大家取得好成绩，高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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