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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实验区将彻底改变原《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和初中

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修订）》（1997年版）的要求，全部

使用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

（2003年版）进行考试，这是思想品德课考试的重大变化。

笔者认为考生在复习中应注重以下八点。 1.要研究《课标》

和《考纲》，注重考点的复习 《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和《考

试纲要》是中考命题的依据和标准。《思想品德课程标准》

分为三大部分，即成长中的我（认识自我，自尊自强，学法

用法），我与他人的关系（交往与沟通，交往的品德，权利

与义务），我与集体、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积极适应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承担社会责任，法律与社会秩序，认识国情，

爱我中华）。中考考点是指《考试纲要》和《课程标准》中

要求我们必须掌握的有关知识，如知道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

殊保护，了解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的

基本内容；知道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学会运用法律

维护自己受教育的权利，自觉履行受教育的义务；知道我国

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的状况，了解计划生育、保护环境、

合理利用资源的政策，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等。近年来，

我省实行了“双开”考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能力考

核，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了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考查的要

求。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是我们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理论

依据，没有一定的学科知识是很难对一些问题做出理性的判



断和分析。知识是能力的载体，能力是对知识的运用，二者

密不可分。开放性试题的特点之一是“题在书外，理在书中

”。有的学生认为，开卷考试只要抄抄书就行了。实际上，

开卷考试后，虽然考生死记硬背的东西减少了，但是基本的

概念、原理还是需要识记，甚至要理解或运用的。因为开卷

考试“开”的是课本或一定的资料，而在时间、空间、规则

、答案逻辑结构的组织上都还是“闭”的。即使有一些题目

，不是拘泥于教材，而是根据题意相关内容解答（即采意为

主，采点为辅），但是在有限的时间中如果学生连最基本的

知识都不熟悉，回答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尤其对于初中学生

来说，无论题目多么新颖，评分标准多么宽泛，但答案更多

的是通过教材的相关原理或专业术语体现出来。有时，学生

理解不透有关问题，只是知道在课本上大段大段的抄写，结

果与答题内容无关，做了很多的无用功，也耽误了考试的宝

贵时间。再加上，无论是人教版教材，还是粤教版的教材都

没有按照课标的顺序编排，这给考生在复习时增加了难度。

在复习中，考生要根据《考纲》的要求，认真地对了解、理

解、运用三个层次的考点进行研究，结合教材系统复习主要

内容，掌握基本概念、基本观点，最好能够复述各单元的主

要内容。要做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做到主次分明、有的

放矢。既要把整体知识分解为一条条易于接受的知识条目，

又要注意各部分知识之间的联系；既要搞清一单元、一课、

一目的内在结构，又要挖掘不同单元、课、目之间的有机联

系，使知识以网络化呈现；既要注重强调知识结构，把知识

的形成过程展示出来，又要能自由地发现知识，并从中领悟

创造知识的方法和途径。经过这样的剖析、挖掘、创新，最



终一定会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还要善于将一些重要的要点

分解，将一些相关的要点联系起来，结合重大的时事政治和

自身生活的实际，进行有效的复习。尤其对相关内容要进行

归纳总结，按专题进行复习。比如，涉及到初中阶段的法律

内容主要有：课程标准三（三）法律与社会秩序中的“3.1知

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树立宪法

意识。3.4了解建立健全监督和约束是法律有效实施和司法公

正的保障，学会行使自己的监督权。 2.要研究考试命题的综

合性，注重答题的完整性 思想品德课命题考查的内容注重学

生终身发展所需的必备知识，加强试题与社会实际和学生生

活的联系，尤其是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将正确的价值引导蕴涵在鲜活的生活

主题之中，注重课内课外相结合，鼓励学生在实践的矛盾冲

突中积极探究和体验，通过道德践行促进思想品德的形成与

发展等。这说明综合性是思想品德考试的重要特征。综合性

不仅是指知识内容上的综合，还有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上的

综合；不仅是选择材料上的综合，还有在材料和知识的联系

上的综合；不是单单考查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而是在一定材

料的基础上，运用有关知识，借助一定的思维过程，在思维

过程中运用相关的方法来实现考查目标等，对于综合能力的

评价与检测，应该从这些方面把握，并运用适当的形式加以

落实，不能简单地把试题的综合性理解为知识的“大拼盘”

。如2006年中考思想政治试题第17题（知荣辱 树新风）的第

二问，“请从你确定的两个主题中任选一个，运用所学知识

为其配上一段简单的解说词。”其主题一是以崇尚科学为荣

，以愚昧无知为耻。主题二是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



为耻。解说词中，就既涉及到八年级的内容，也涉及到九年

级的内容。同时又考查了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题目的

综合性较强。 3.要正确处理课内和课外的关系，注重能力的

拓展 实行开卷考试后，题目新、材料广、答案活，命题更加

注重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更加真实与全

面地模拟现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仅引进了学生身边的

生活实例，以大量真实的感性材料吸引学生，而且要联系国

内外重大时事进行复习，加深对教材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提

高学生参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能力。增强对时政材料

的敏锐感，并以独特的视角发掘普通材料的价值和教育意义

所在。这些都是近几年中考命题的非常重要的导向。考生要

多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自身的思想行为实际，尤其是涉及重

大的时事政治内容。对于时政复习，一是关注贴近学生生活

和社会实际、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典型性教育意义、正面的

材料。二是关注时政材料的背景、内容、意义和重要作用。

三是关注与知识的结合点如何结合？如何运用材料？如何与

开展活动联系起来等。如，十六届六中全会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是2007年的重大时事政治。可能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但大

的纯理论的问题，不可能考得很深奥，要针对自身的生活实

际和思想行为去进行思考。如，可从如何构建和谐校园，如

何构建和谐班级，在构建和谐校园中我们学生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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