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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4/2021_2022__E6_94_BF_

E6_B2_BB_E7_BB_93_E5_c65_234807.htm 政治 结合教材、记忆

时政 杨春贵 (南京外国语学校 高三骨干教师) 高考迫近，此时

的考生心理一定要保持冷静，切不可手忙脚乱，慌张急躁，

也不应该再做大量的模拟试卷，要坐下来认真整理知识，在

以下三方面认真梳理： 一、重回书本，查漏补缺 1.对照考点

，将经济学部分分课复习，然后建立关于某个知识点的系统

模块。如：商品(含义，基本属性，价值量)，货币(职能，纸

币，通货膨胀)，价值规律(含义，表现形式，作用，价格的

形成)等。 2.哲学部分要能清晰回忆每一部分的原理及对应的

方法论要求，并能与相应的热点相联系。如：任何一个具体

的认识都是有限的，这要求我们深化认识、发展认识、把认

识向前推移。相应的热点问题是“冥王星降级”、“庞加莱

猜想”、“又好又快”、“第一次提出⋯⋯”。 3.政治学部

分，能通过主语建立相应的知识体系。 4.结合重大时事，重

点强化相关知识。如：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

热点问题，经济常识上要重点把握好分配公平，扩大就业，

社会保障，财政的作用等相关知识；政治常识上要重点把握

好党、政府、公民与国家、人大监督、政协等的相关知识。 

二、结合教材，记忆时政 1.将所发所做过的纯时政试题及资

料过一遍，建立一定印象。 2.记忆一定的时政术语，如：科

学发展观；又好又快；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

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等等。 3.记忆理解好必要的时政题目，

如：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是什么？我国发展



现代农业总的思路和目标是什么？制定和实施《物权法》《

企业所得税法》的经济学原因是什么？领导干部应树立忧患

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的哲学和政治学依据是什么？ 三

、错题再现，总结提高 1.将模拟卷中自己做错的题目、得分

较少的题目重新整理，思考出现错选的原因：是知识遗漏，

还是方法问题，以后碰到类似的题目应怎么想、怎么做，避

免一错再错。 2.将每种题型的答题方法重新梳理一遍，争取

又准又快完成答题。如：选择题要注意排除与对比相结合；

问答题要细读设问，明确答题的方向与答题范围；辨析题要

确立观点，阐释原因；探究题要掌握基本的方法、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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