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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9C_89_E5_c65_105343.htm 近几年，高考试题的

命题思路已经由“知识立意”转为“能力立意”和“现实问

题立意”。也就是说，考试越来越注重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各

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004年文科试卷更突出地显示

了鲜明的时代性，关注时政热点、焦点，关注社会生活、关

注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其覆盖面之广、设问形式之活，

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根据近几年高考试卷命题特点，

我们建议考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复习，以了解重点的时政内

容： 1、教材知识密切结合，注意从理论上对时事进行多角

度分析，使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起来。高考试题的命题越来

越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能力

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能力，无论是政治单科试题还是大综

合试题，都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重大时事。因此，考生认

识掌握时事内容的过程，应该就是运用所学原理对其进行分

析评价的过程，也是提高自身思想认识的过程。复习时不但

要注意时政与政治常识、经济常识等内容的联系，还要将其

融入到历史、地理等其他学科中去，进行跨学科的多层次分

析。比如，百年奥运回归故里，我国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取

得了金牌榜排行第二的突破性成绩，这是一个可以从政治、

历史、地理等多方面考查的热点问题。地理方面，可以考查

雅典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以及它的资源和环境等。历史方

面，大的方面可以涉及奥运史、世界史，小的方面可考查各

项运动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史。政治学方面，我 们通过了解



本次奥运是有史以来参加国家和地区数目最多的奥运会，不

但可分析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两大主题”的观

点，还可透视出“国与国的较量已转为综合国力的较量”这

一理论知识。此外，可借举办奥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来考

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调整产业结构等经济常识内容。运

动健儿拼搏夺冠，我国金牌榜排名第二，从哲学上可分析出

“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

一”等发展观原理，还可深层分析出“主观能动性的能动作

用”等。由于高考注重考查学生运用多学科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准确认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分析和解决社会生

活中热点问题的能力，考生必须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基本功的

训练，多角度、深层次地对时政背景材料进行分析，以提高

自身的素质和能力。 2、重点关注国内重大时事，特别是政

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从近几

年的高考试卷来看，越来越偏重于对国内热点问题的考查，

而对国际热点考查较少。但这并不是说，国际热点就不要关

注，而是要看国际热点与我国的相关度，一些与我国根本利

益、与我国外交政策紧密联系的，本身又相当稳定、清晰的

国际热点也应关注。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我

国被接纳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召

开、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业务型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首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行、美国大选等。 3、注重时事

热点之间的相互联系，侧重于统领、包容其他热点的热点。

各个时事热点不是孤立的，不能就事论事地理解和把握，有

些热点问题共同反映了同一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将这些

时政热点进行归类、整合，从而以一个典型的热点来统帅众



多的热点，如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着社会发展

趋势，体现着人民根本利益，并能统帅很多时政热点，因此

，不但要明确其内容本身，而且要知其背景、原因、意义和

影响。再如，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是今年考试的热点内

容之一，这一热点可包容改革开放以来，乃至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众多时政和历史热点，题目可涉及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

的成就、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改善党

的领导以及唯物论、辩证法等多方面的内容。另外，不容忽

视的是这一热点与“澳门回归五周年”之间的紧密联系。再

如台湾问题，都将可能成为今年高考考查“一国两制”相关

题目的背景材料。值得注意的是，题目可以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所取得的科技、经济、文化等成就切入，考查相关的

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

这些热点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考生在复习过程中要以时政热

点为依托，打破学科的封闭性，扩展视野、运用发散的思维

构建完整、准确的知识体系，做到点、线、面相结合。 4、

要重视多年来一直被关注的持续性热点。教育部考试中心张

亚南指出：一年的热点不是热点，多年的热点才是热点，我

们不仅要关注本年度与教材知识结合紧密的时政热点，更应

关注那些长效的，有关我们的生存环境、国计民生的，有重

大影响的持续性热点。如，西部大开发、“三农”问题、科

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科学理论的

指导、党的建设、对外开放的国策、国家统一与国家主权等

都是多年的热点，也是高考的“常考点”，只是切入的角度

有所变化，这些热点要多关注，复习时要注意这些持续性热

点的时事背景。2004年高考试卷突出了现实应用性特点，时



政问题在试卷中所占比重很大，这再次提醒我们时政掌握程

度及其答题技巧直接影响着考试成绩。下面，我们对时政问

题答题技巧做简要分析，希望能对考生有所帮助。 根据文科

高考试卷中学科内综合和跨学科综合的特点，时政热点试题

可分为显性时政试题和隐性时政试题两类。它们在高考试题

中一般通过“一材多题”的客观性试题，和对同一问题从多

角度、多层面、全方位观察思考的主观性试题两种形式体现

出来。 时政性选择题一般是直接以时政内容为切入点，题目

和备选项都围绕这些主题设计，直接以这些问题作为试题的

载体或考查目标，直接考查考生的了解、掌握情况。考生在

解答时，要全面、认真地审题，弄清题意和题干的规定性，

弄清每个选项本身是否正确，将其确定后再与题干相联系，

区别共性和个性、可能与必然，最后选择与题干相吻合的选

项。大多数时政类主观题都要求结合材料组织答案，这就要

求考生在解答过程中，先仔细阅读题目所给背景材料，边阅

读边联想其可能涉及和考核的知识点，要开拓思路，注意从

多角度、多层次去分析、评价这一时政材料。有些时政题还

会借助图表来考查考生的阅读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分析能

力、综合能力、文字组织和表达能力，解答这类考题要先审

读图表材料，包括审读标题、图表和注释，标题往往是对整

个图表内容的概括，规定了材料论述的方向，是材料的中心

意思，对我们审题和答题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特别是有助于

考生回答该图表反映了什么现象。所有的图表都是想通过对

比来说明一件事、一些道理和原理。因此审图表的关键在于

能从对比中发现问题、发现变化、发现差距。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有些考生在审图表时，往往会忽视注解，这对正确读



懂图表十分不利。注释是图表类论述题的有机组成部分，它

通常是图表信息的必要补充和延伸，只有把标题、图表、注

释三者综合起来考虑，才能正确理解材料所要表达的思想，

轻松地回 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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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