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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7/2021_2022__E4_BB_8E_

E4_BB_8A_E5_B9_B4_E8_c65_457451.htm 想要在明年政治高考

中操胜券，先应该高度关注2007年试卷并从中寻找到有益的

信息。 今年政治高考试券有如下四大特色 (1)试卷形式和考试

范围的变化 ①首次采用“一卷两分叉”形式，“分叉部分”

分为A、B两组，其中A组适用于使用二期课改教材的考生，B

组适合于使用一期课改教材的考生，考生根据自己所用的教

材不同内容，选择适合组别答题。 ②考试范围从原来时政、

经济常识、政治常识三部分拓展为四部分，增加了哲学常识

，题量为10%，经济常识、政治常识题量各减少5%。 (2)关注

时政热点，盘活教材知识 2007年试卷有意识地将时政的关注

与教材知识紧密衔接起来，通过强调现实生活中政治分析的

实用价值来盘活教材知识。例如单选题第8题，对2006年长江

三角洲地区产业比重的变化，出了两个数据，如果没有以教

材中的产业结构知识为依托，就很难得出正确的判断。 (3)优

化情景设置，增强理论内涵 情景设置的重要功能在于提供或

模拟一个原理应用的场景，引导考生根据所学知识重建该场

景与相关理论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情景设置只是一个“

引线”，目的是通过这个“引线”，考查考生的分析能力。

例如分析说明题第38题通过关于香港回归祖国十年来形势的

描述，要求考生运用“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其他相关理论予

以分析说明。 (4)注重论述完整，强调逻辑统一 2007年政治试

卷的简答题、分析说明题与论述题，所举材料(图表)、所拟

情节(故事或格言)、所构设问的意图和方向等都充分注意到



分析论述的统一性、逻辑性、完整性和分析论证的一致性。

旨在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例如论述题，38题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执政”的

阐释，需要充分调动考生的综合理论知识(书本的和时政的，

平时的和当前的)，没有一定的积累和思考，没有主动的学习

和研究思考，是不可能完整提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和“依法执政”的内涵，也不可能把握三者之间相互依存

的关系的。 进一步规范了论述题的答题要求及评分细则 前几

年高考政治论述题都是出一道“情景式”综合性题，将命题

分成两个小题，要求分别从经济常识和政治常识两个角度回

答，题目有相当难度，2006年高考政治试卷论述题改变以往

两小题的设计形式，运用政治常识予以论述，在答题的空间

和时间上给学生以较大的自由度。从命题设计上，倡导“作

品化的论述题”。具体来说，论述题要有论点、论据(材料论

据、事实论据)和论证过程。考生在答题时要有创作作品的意

识，能综合地运用所学知识和自己的社会经验加以论证，论

述中能注意行文的起承转合，有充分的理论论证和事实论证

。2006年高考政治论述题在评分标准上运用分析型主观题评

分方法，要求从四个方面进行评价。第一，在论述中正确运

用所学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第二，能围绕论

点，较为全面深入地展开论述；第三，能运用相关材料，理

论联系实际加以论证；第四，条理清晰，语言流畅。第一个

方面，主要是采意评分，分值在10分以上，其他三个方面采

用等级评分，分别在2到3分。2007年高考论述题进一步规范

了答题要求及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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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