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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6/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4_B8_B4_E9_c67_256591.htm -重视基础知识、主干

知识 基础知识是理解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工具，知识是能力的载体。基础知识不扎实的考生很难在

高考中获得高分，考生失分的主要原因往往是由于没有牢固

地掌握基础知识。所以，在剩下的时间里，一定要把教材基

础知识、主干知识再现一遍。如经济常识：价值规律、市场

调节与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制度、分配制度、经济效益、经

济结构、“三农”问题、财政与税收的作用、现代理财方式

、市场交易原则、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外贸易的作用、我国

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等。哲学常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

的关系、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矛盾分析法、事物发展

的原因、状态、趋势、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价值观

的导向作用、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人生价值是自我价值与

社会价值的统一，人民群众的观点等。政治常识：国家性质

、国家职能及两者的关系，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我国对内

职能，国家机构的组织活动原则，中共性质、宗旨与地位，

党建问题，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我国的政党制度，民

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国际社会与我国的对外政策等。 -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 高考越来越由知识立意转向能力立意

，尤其是近两年高考中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主要考查提

取和解读材料的能力，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描述和阐述

问题的能力，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①“获取和解读信息

”的能力是上述四项能力的基础，要求考生能够发现、收集



信息、判断信息的重要性、理解信息、提取有效信息。也就

是经常说的审题要准确，对材料所给的信息要准确把握中心

思想、领悟信息情境、命题意图，对设问方向更要准确把握

。这一点要求在要做好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增强对时政材料的

敏感性，树立正确应对高考考查能力的目标意识并加强训练

。②“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要求考生在认真读题审题

获取解读了材料信息的基础上，正确地对接书本界定知识范

围，准确识别筛选出适用的知识点，也就是要把材料转化为

理论，理论归因，进而再运用理论分析解决材料中的问题。

针对这一点我们要以主干知识核心，构建知识网络，以社会

热点为中心，构建知识体系。③“描述和阐述事物”的能力

，要求考生正确表述事物的现象，准确描述事物的特征，把

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做出正确的阐释，辩证地、历史地

考察事物，对事物进行学科的和跨学科的描述与阐释，意义

完整。针对这一点要求我们要重视社会热点问题，深刻认识

和领悟其本质，树立主动应对“能力立意”和提高能力的意

识，侧重专业术语和语言表述能力训练。④“论证和探讨问

题”的能力，要求考生运用判断、归纳、演绎、比较、概括

等方法论证问题，在论证中要观点明确、表述清晰、逻辑严

谨，还要求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论证和探讨问题

，体现创新性思维。针对这一能力的要求要做到“观点明确

、表述清晰、逻辑严谨”。 -选择题部分彰显生活性、创新性

、人文性、民主性 选择题中经济常识部分贴近生活，无论是

日常生活中的购物、休闲、旅游，还是个人投资中的炒股、

储蓄，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蕴含着深

刻的经济学道理，所以，这部分选择题突出生活性、创新性



，这一点也是与新课改要求相一致的，也较好地体现了政治

学科的社会功能。哲学常识部分则是突出考查人文精神的良

好载体，通过古代文学典故、名人诗词等考查社会人文精神

，注重社会意识、文化底蕴、和谐意识等。政治常识部分则

突出民主法制建设，突出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和谐，突出党

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从总体来看仍然是依托社会热点

设置问题，今年的热点载体侧重：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

控，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物排

放，自主创新科技进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中非合作促进世界和谐等。 -选

择题中组合题型有增多趋势，选择题专题化趋势减弱，综合

性降低 单项选择中的组合型题实际上是“不定项选择题”，

以考查知识面广、突出发散思维而备受命题老师青睐，2006

年的几套全国卷中这种组合题型在12个选择题中平均占到了

七八个，这种题型还有增多的趋势。做好这类选择题的关键

是排除法，要做到“三排”：一排错误项，观点本身错误或

者包含着部分错误的项要排除。二排无关项，观点虽然正确

而且有理论性、时政性，但是与题干本身没有关系或者与题

干要求没有关系，这样的应该排除，一般包括与题干的中心

思想、主要宗旨无关，还有的与设问时的知识限制不相符，

还有的与设问方向不符合(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排

大于或者小于项，知识内容大于或者小于题干的知识范围和

规定范围，这样的选项也应该排除。排除法还可以根据正确

项来排除其他组合项，考试中，如果你拿准了一个或者两个

组合项肯定正确，那么没有把这一项或者两项组进去的选项

一般不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组合型选择题中多数是“四



选二”或者“四选三”的，这样的题型更要注意排除法的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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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