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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记住、熟悉课本所涉及的知识点，采取白天划书，晚上

背书，明天默书，反复死记硬背，但是效果却不好，其实这

样的学习方法不科学。 由于高考命题由“知识立意”转向“

能力立意”的导向，无论是试题的编制还是答案的组织，都

贴近教材，甚至一部分试题直接从教材知识中命题，所以在

复习中回归书本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复习过程要讲究科学的

方法，记忆是必需的，但是必须在理解基础上记忆，更重要

的是要注意理解的正确性，下面两个具体例子的分析供同学

们借鉴： 把握知识点的内在联系来源：www.examda.com 2006

年11月8日是北京市区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选举

所在地区的区级人大代表。这里涉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

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等相关基础知识。对于人大制度的正确理

解，除了掌握人大制度的基本内容、重要特征和优越性外，

要弄清一些容易混淆的关系： 人大和人大制度 人大是我国的

国家权力机关，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而人大制度是

我国的政体，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大和全国人大 作为

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

。只有全国人大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为全国人大的职

权具有至高无上性，其他机构不能超越它。 人大和其他国家

机关 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指“一

府二院”，是人大的执行机关，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人大的决定权

和监督权 全国人大或地方各级人大的决定权主要是按照法定

的程序来决定国家或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的权力，而监

督权主要是人大监督“一府二院”的工作的权力，例如在人

大的会议上听取和审查“一府二院”的工作报告。 人大和人

大常委会 两者都是国家权力机关，其中人大是会议性机关，

而经常性的工作由常设机关专做。县级以上人大都设立常委

会，在人大闭会期间行使人大的部分职权。 人大的职权和人

民政协的职能 人大和政协都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但它们的性质有严格区别。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

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政协是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机构，不

是国家机构，政协对“一府二院”的工作可以进行批评、建

议、讨论、协商，但不能行使审议或表决的权力。 对知识点

的把握要“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研究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工作。会议指出，

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

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既是学习的重点，又是

大家的难点。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区分和“五四三二一”，

以起到方便记忆、驾驭知识的作用。 “三个区分”是指严格

区分所有制结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所有

制实现形式是指企业财产组织形式或经营方式，同所有制形

式无直接关系，所有制实现形式应该而且要多样化，以适应

各种生产发展水平的客观需要。 “五”是指五个概念：(1)公

有制经济；(2)非公有制经济；(3)混合所有制经济；(4)国有经

济；(5)集体经济。 “四”是指四个地位：(1)公有制经济地位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2)国有经济地位

，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3)集体经济地位，集体

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4)非公有制经济地位，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是指三个作用，即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经济的作

用。 “二”是两个体现，(1)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公有资

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2)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体现，国

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和竞争力上。 “一”是

指一个决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从根本上是由生产关

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具体来说是由

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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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