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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要注意时政热点材料的积累，更要将知识重组、整合

，构成有机的学科知识体系。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取消农业税，逐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是党和政府高度关

注的问题。 知识链接：我国是农业大国，历史上，各朝都重

视对农具的创制和改进，通过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农业生

产力的发展。如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和桔槔、唐朝的曲辕

犁和筒车、曹魏马钧改进的翻车等。 此外，历朝还通过土地

政策和赋役制度等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促进农业的发展。

1. 土地政策的调整。调整的整体趋势和动机是：缓和封建国

家、地主和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以北魏实行、隋唐沿

用的均田制为标志，各朝代开始重视满足农民对土地占有和

使用的愿望，实现了农民和土地的结合，调动了农民生产的

积极性。 2. 赋役制度的调整。主要的趋势是：简化征收手续

和种类，逐渐废除丁税、杂税和户税，突出田亩税；由实物

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变。从两汉的“编户齐民”到北魏的租调

制、隋唐的租庸调制、两税法和明清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

的“地丁银”的制度，从而逐渐废除了人头税，简化了征收

的种类和手续，将税收逐渐摊入田亩中，依据田亩数进行征

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松弛了他们对政府的

人身依附关系，调动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同时，货币地租的出现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也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二、提倡自主创新、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 2005年10月12日发射“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成功，标志着

我国在航天方面的地位日益提高，这是党和政府弘扬科技创

新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成果。这一时事热点与历

史学科联系的均是学科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也极具教育意

识；是高考命题的热点区域。 知识链接：（1）中国古代传

统科技发展，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2）明清时期传统科技

总结，近代科技难以产生的原因和影响。（3）近现代中国学

习西方科技及其相对滞后的原因和影响。（4）建国后，党和

政府为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及其突出成

就。（5）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6）世界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与科技革命之间的关系。 三、坚持走和平

崛起的发展道路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综

合国力的增强，政治影响力的提升，以至于在国际政治、经

济、军事等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世界和平与发展

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树立了一个负责的大国形象。 一年来

，我们稳定地发展同大国的关系，推进周边外交，加强与发

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参与多边外交，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营造了强有力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外交成就令

世人瞩目。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知识

链接：古代史上西汉、唐朝的对外开放与交流的史实，清朝

闭关自守政策造成的落后，新中国在各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方

针及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就，世界资本

主义发展史上强国崛起的启示。 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坚

持执政为民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在中国历史各个不同时期，中共都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 知识链接：（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遇到两次

严重挫折，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次是王明左倾冒险

主义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后来都转危为

安、反败为胜，考生要关注这方面的史实。（2）中共在抗战

最艰难的19411942年为克服困难，在政治、经济、思想、军

事方面采取的措施。（3）建国初期、19591961年、“文革”

十年后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历史的转折所采取的重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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