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师解读2007政治高考大纲的变与不变(全国卷)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7/2021_2022__E5_90_8D_

E5_B8_88_E8_A7_A3_E8_c65_177610.htm 2007年政治大纲，在

能力要求、考核目标、考试形式、试卷结构上与去年保持一

致，在考试范围上也是基本稳定，只有个别知识点作了调整

。 所有考点共167个，其中经济常识有57个，有两处变化：关

税原来是和对外贸易并列，现在被纳入对外贸易；2006年的

宏观调控改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哲学常识有66个考点

，与去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政治常识有44个，这部分知识

与去年相比，说法上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改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内外重大时事时

间限定为2006年4月至2007年3月。 -变化分析 经济常识部分将

“国家宏观调控”调整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

将“关税”归为“对外贸易”部分。政治常识部分：将“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改为“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地位”。这些修改只是文字表述上或是知识的归类上的变

化，属于技术性的修改，不属于考试范围的重大变化。但这

种表述的修改也给我们传递了一些信号，至少在知识重点强

调和时政联系上给了我们一些信息。 1、宏观调控 以往就是

一个笼统规定，今年关于宏观调控有了一点具体的说明，“

宏观调控的手段、目标”。这样修改意味着什么？就是更加



强调宏观调控这个内容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知道2007年中央

经济工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再纵观中

国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我们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时强调“

发展是硬道理”转变到“怎样更好地发展”阶段，怎样才能

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这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

控。从当前我国的现状来看，更需要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

调控。所以这个修改对我们来讲，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 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另外一个调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地位。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改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作

为地位来讲，内涵更丰富，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现

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我们要把握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

国家社会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当然就是执政作用。当然也

要提高执政水平，加强建设，这一系列的联系都是逻辑联系

，同学们要理解。也可以说这是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领导

地位和历史使命两个角度进行了强调。同学们可以联系到现

在的热点问题，如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先进性教育、党的执

政能力和反腐败力度等方面作一定的思考。 -“不变”的是根

本 老师们和同学们每年都非常关注大纲它变化的方面，实际

上我们平时在复习中更应该注重它不变的地方，这才是我们

备考的根本。高考大纲和试题必须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今年的全国政治大纲在整体结构、能力要求、考试形式

、知识范围等方面都保持了相对稳定性。题型事例也基本上

没有大的变化，都是往年高考比较典型的题目。 复习时，政

治考纲中涉及到的考点千万不要怠慢，要一个一个地落实，

强化记忆理解。今天距离高考还有97天，同学们可将167个政



治考点做个计划，每天复习1-2个考点。 往前这段时间大家进

入了二轮复习，结合考试大纲和二轮特点我想谈以下几点，

以“不变”应“万变”。 1.注重知识的系统性、整合知识、

形成体系 和往年基本相同，今年试题的“基础性”仍是显著

特点。可以说考生能够把容易题和中档题做对，把能够拿分

，应该拿的分拿到手就是高考最大的成功。我经常对我的学

生说“如果你把容易题和中档题都做对、做规范拿到分，那

么你就能上清华北大了！”所以，我们要向规范、向准确、

向细节要分数，切记“眼高手低”“得意而不得分”。从近

年来的全国高考文综测试中的政治试题来看，尽管其背景千

变万化，设问的角度层面纷繁，但通过对答案的仔细分析不

难看出，这些题目大多是对相关基础知识的重新排列组合。

他的这一基础性特点决定了我们在接下来的二轮复习过程中

仍然要注重基础知识，这是根本，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高

考命题的第一根据是知识，而复习最基本的是根据大纲规定

的考点，把该复习的基础知识全面复习不要有遗漏；在此基

础上，整合知识，建立知识系统，形成知识网络，使零碎的

知识互相联系，更加系统化、序列化，这是考生备考的基础

。高一二的学习和高三的一轮复习是把书本读“厚”的过程

，把知识拆开，具体分析每个知识点；而二轮复习就是把书

本读“薄”的过程，我们要把知识分块整合，再综合起来形

成体系。 2.注重做题过程中的方法性，以方法带知识 “做题

”可以说是高三的主旋律，同学们要有心理准备，在接下来

的二轮复习中会有更多的题等着你去做，有大量模拟训练等

着你来进行，这也是必需的，分数是练出来的。不做题不行

，但是只知道做题而不注意反思也是不行的，同学们要通过



试题做出“问题”来、做出“方法”来、做出“思想”来。 

所谓“做出问题”来就是要通过做题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

在二轮复习中应近一步“查漏补缺”，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知

识点。另外也要通过做题了解自己哪种题型较弱，应近一步

加强针对性训练。 所谓“做出方法”来就是要通过做题自己

总结归纳出一类题的解题思路，其实做题多了你就会发现政

治试题就是几种固定的题型，而且每种题型都有其固定的答

题模式。同学们要通过做题有意识地去积累答题的大致思想

，解题大致模式，这样，经过自己的归纳和总结慢慢地你就

会现在自己已经有了“一定高度”。 所谓“做出思想”来就

是要通过做题体会政治的学科思想。要通过具体知识的掌握

和具体习题的训练体会了政治学科的“特征”，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学科思想。这是一较长的过程，也是一种较高的能力

，需要同学们在做题过程中慢慢体会、领悟。 3.要注意热点

复习的专题性 纵观近几年全国文科综合高考政治试题，可看

出政治试题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在2007年备考复习中，考生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

界为主线，关注党和国家的重大路线、方针和政策，了解党

的会议精神、全国人大会议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关于解决“三

农”问题的四个“一号文件”)、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节约

型社会、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等时政热点；要重视人文

精神、关注国计民生，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和谐发展，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视社会

主义民主的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等问题；还要以构建和

谐世界为指导，关注我国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大国之间的



战略关系等。对热点问题要加以归类，分若干专题具体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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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