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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答案简明、评分客观、信度高，成为各种考试中的重要

题型之一 ，就政治科而言，选择题分数一般占总分的一半左

右，而选择题解答的便捷更为考生所偏爱。然而，在交卷或

评讲时，常常见到一些同学捶胸顿足，连呼上当。那么，上

当的原因何在呢？ 一、 概念相混这种错误是由于相近易混概

念的干扰而造成的。如果同学们对教材中的相似概念或观点

（如权利与权力、法制与法治、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

会制等等）之间的关系理解不透，或理解有误，未真正把握

，那么，这些相似的概念或观点就会对解题产生一定的干扰

作用，从而造成解题失误。例1：人大代表有权持证视察人民

法院工作，是因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A．国家权力机关 B．是

我国的政体Ｃ．是国家行政机关 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剖

析：在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

家权力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不能等同。我国的政体是人民

代表大会制，而非人民代表大会。解题时如果把“我国人民

代表大会”看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对此知识有漏洞

，便很容易造成误选。此题正确答案为Ａ。二、思路过窄来

源：www.examda.com这种错误主要是由于学生缺乏辩证思维

能力和变通能力，思考问题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造成的

。例３：对于同一棵古树的美，植物学家考察的是它的生理

生长习性，把古树顽强的生命力看作是美；木材商考察的是

它的木质、树围，把古树的实用价值看作是美；而画家则惊



叹它奇特的外形，把古树的形态看作是美。上述对古树完美

感受的差异表明Ａ．人的认识具有主观随意性Ｂ．认识对象

是由主观意识创造出来的Ｃ．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基础Ｄ

．人的认识受主体因素的制约剖析：题干材料说明，不同的

人由于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认识结论

。故Ｄ是符合题意的。但由于Ｄ观点的表述与教材不同，有

的同学缺乏变通能力，不能将“主体”变成“主观”，结果

不敢判断，造成错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Ａ本身错

误，虽然人的认识属于主观的范畴，但认识是由实践决定的

，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不是主观随意的。Ｂ本身错误

，因为认识对象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不是

由主观意识创造出来的。Ｃ本身错误，因为理性认识依赖感

性认识，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答案是Ｄ。三、 思维

定势同学们在处理信息时，在做题、讨论、评价时习惯于正

向思维，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如只善于从正面

看问题，不善于从反面看问题；只善于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不善于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等等。如果解题时不能突破

这一定势，势必造成误选。例４：“民主的基本原则和具体

标准是普遍的，具有世界共同性，没有什么东西方之分，也

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之别”这一说法：Ａ

．没有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两类不同性质的民主Ｂ．宣扬抽象

的民主，否认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Ｃ．用民主形式的共同

性抹煞民主的阶级本质Ｄ．认为民主是普遍的、全民的、抽

象的剖析：该题答案应为ABCD，但不少同学漏选了Ｄ项。

他们认为民主不是全民的、抽象的，而是有阶级性的、具体

的，题干是错误的。由于受思维定势的影响，没有从题干本



意出发去认识问题，因而导致了误选。四、 粗心大意一些同

学在思考、判断和推理中粗心大意，对题目中使用的限定词

或关键词熟视无睹，常常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视问题的

另一面，丢三落四，顾此失彼，思维缺乏缜密性或欠深入。

乍一看题，似曾相识，好像与自己做过的题目有联系或相似

之处，暗自庆幸，却忽略了题干的所有要求，特别是存在的

本质差别。这种轻率、侥幸心理使思维缺乏严密性，造成偏

离题旨。例5：之所以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新型的民主，是因为

：A．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B．社会主义民主是民

主与专政的统一C．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D．社会主

义民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剖析：此题中的四个选项

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所具有的，但只有C项能说明社会主义民

主的新型性。许多同学忽略了题干中的“新型”这一限定词

，大意失荆州。以上原因的分析，旨在“对症下药”，希望

同学们夯实基础，注意解题方法，排除心理干扰，不断提高

解答选择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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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