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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学校 在所有的高考科目中，政治课是考生耗费精力和时

间最少，同时也是最有可能通过认真复习来迅速并大幅度提

高成绩的课程。正因为政治课是投入与效率比最优的功课，

所以考生在政治课高考中失分严重就显得尤其可惜并严重影

响高考总成绩。在高三复习阶段，对于政治课只要注重基本

原理、基本概念等学科主干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掌握一定的

应试答题技巧，完全有希望在高考政治试题中获得满意的成

绩。 注重能力培养来源：www.examda.com 要把政治课如实地

当做一门功课、一种科学理论来对待。单凭死记硬背、临阵

磨枪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政治课与其他课程一样都是一

门科学，都有其内在的逻辑系统和知识框架，所有的理论、

观点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原因和依据，这些理论、观点不仅

需要考生具备再认、再现即通常所说的知识记忆，更主要的

是要在深入理解的同时能够灵活地运用这些知识来认识和分

析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中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国际国内政治

、经济、文化形势，来分析、解决实际中所存在的问题。注

重知识、能力和觉悟的统一历来是高中阶段政治课教学目标

，也是政治课高考所要考查的最重要内容。政治觉悟和水平

也同样是考生的一种素养和能力，素养和能力的提高、培养

离不开日常的课堂教学，离不开政治老师有意识、有目的地

对学生进行培养、启发和塑造，所以忽视日常课堂教学，只

是想靠考前临时突击的做法绝对是错误的。 梳理知识结构来



源：www.examda.com 高考《考试大纲》明确要求考生要“理

解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

观点，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求考生“恰当使用经

济、哲学、政治术语，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地予以表述”。

这就要求考生不仅能够准确地掌握政治课的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等基础知识，更要注意知识和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注

重相近知识的区别和相异知识点之间联系，注重知识的迁移

与内化。也就是要求考生能够把所学习的政治概念、原理内

化为自身的学科素养和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比较完整

地梳理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的学科知识体系和结

构，系统地掌握并理解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并将其转变为

学生自身的知识结构。 有些考生临考前做大量的习题，盲目

地依赖各种各样良莠不齐的辅导资料显然不是科学的复习方

法。要切记课本是最好的复习备考资料，要用足课本，通过

教材夯实基础知识，利用课本梳理知识结构。考生一定要在

理解的基础上记忆、背诵有关知识，政治课毕竟是文科课程

，只有熟练地再认或再现才能谈得上恰当地表述与分析；但

同时更要在熟练背诵的前提下加强能力训练，学会运用所学

的有关知识、原理和方法来分析、比较和解释有关的政治、

经济现象，学会综合认识和评价有关理论和现实问题。 提升

人文关怀来源：www.examda.com 理论联系实际是高中政治课

的灵魂。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认识国际国内

的各种现实问题也是高考命题的基本思路。因而考生在认真

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也要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关

注国际、国内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事件，更重要的是学会

用课本上所学的知识来加深对方针政策的理解，学会用正确



的立场、方法来分析各种事件。高三的文科学生必须具有较

强的政策理论水平，必须及时学习、掌握国家重大方针政策

，但关注时政热点的重点应该在如何能灵活运用课本知识。 

有的考生对时政热点过于关注，对各种社会新闻投入太多的

精力，显然也不是科学的复习方法。高考试题往往是以各种

政治、经济事件作为试题的背景材料或载体来考查学生的知

识运用能力，材料虽然是新颖的时政内容，但答案要点依然

是教材中的内容，所谓“题在书外、理在书中”就是这个意

思。所以关注时事必须和教材结合在一起，通过时事分析来

锻炼提高分析和综合评价的能力。高中教材本身就是按照党

和国家的相关政策编写的，通过教材来宣传改革开放的重大

方针政策本身就是高中思想政治课的重要教学任务。鉴于高

三学生学习任务很重，考生精力有限，对时事政治的学习主

要集中在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重大决策方面就可以了，具体

地说应对2007年高考，只要考生能结合课本学习中共十六届

六中全会、200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明年2007年3月全国人大

有关会议的精神就可以。 近几年来，体现人文关怀，贯彻“

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思路，选择人类共同关注和

面临的各种问题作为试题的情景材料也是高考命题的一个重

要趋势。因而考生也需要用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科学地

评价高考试题中所呈现的情景材料。要在考场上具备这样的

能力，在日常的学习、复习中就必须有意识地进行训练，这

也应该是适应现代社会要求人才的重要综合素质。 训练答题

技巧来源：www.examda.com 时下，针对高考的复习资料多如

牛毛，这些资料往往良莠不齐，依靠这样的复习资料，采取

题海战术的办法就和高考命题改革的思路背道而驰。除了教



材，最有价值的复习资料是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包括全国统

一的高考试卷和各地自主命题的试卷都应该是考生充分利用

并借以提高自己答题技巧的有利材料。高考试题强调以“问

题中心型”的思路设计试题，将试题呈现方式设计为一个个

单独的案例，每一个案例既以课本知识为依托，又不同于课

本知识的直接表述，如何能理解试题的意图与要求就是考生

面对高考试题时首先要解决的任务。 获取和解读试题信息并

加以提炼和整理，从而归纳整理答案也是考生重要的答题技

巧，特别是对以图表来呈现的试题，更要求考生具备把图表

信息转化为文字信息的能力。认真地分析历年高考试题与答

案，注意试题的设问角度，可以让考生理解高考试题的设计

思路和整合答案的角度与要求，通过这种方式来锻炼自己如

何能使回答问题的思路对应试题的设计思路。这种方式也是

检查考生是否具备灵活运用课本知识，是否具备分析、解决

问题能力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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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