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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4_A52008_c65_630488.htm 进一步熟悉考点，找到自己的

薄弱环节，对那些仅限了解但不知如何运用的书本知识还需

配以适当的试题训练，进一步巩固落实。其次，关注时政。

时政作为解题的背景材料，考生对它无须记忆，重在了解，

并能够运用书本知识解释说明其原理。 问：答选择题的临考

技巧有哪些？ 答：对于选择题而言，答题的关键在于审题。

仔细阅读题目，一是具体地分析情景材料，全面地领会并把

握住它的基本内容，从中提取有效的信息；二是注意把握试

题的基本意图和设问指向，使自己能够在答题前迅速整理出

思路确定解题时应用哪块知识点来判断选项。抓关键词，扣

紧导语是重点。审题干的答题导向，审材料的中心思想也是

关键。做选择题不能急于选出答案，而应分几步走，先排除

后比较。排除最不可能的答案，比较选出最优选项,既省时又

准确。 问：有关经济学原理的试题如何找准得分点，答对答

全？ 答：经济学在整个学科中所占比例相当大，也是政治学

科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其中零散知识点比较多，答题时容易

漏答多答是历来考生的易犯问题。对付这类试题，最重要的

是在脑海中建立起经济学体系的总体框架。在教材中，对知

识点的讲述是平铺直叙的，对知识间的联系讲得很少，这就

需要考生在复习中，自己把知识串联起来，编织一个知识网

络，使一个知识点关联出多个知识点，在解答问题时，做到

学科内知识间的综合。经济学方面的知识点包括经济理论和

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分为对内活动和对外活动。其中对内活



动又细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块。考生根据这样

的脉络将零散知识点串联为一个整体，可以有效避免失分情

况。同时运用发散式思维，在材料涉及的范围内，联系经济

学体系，完善答案，避免答与题目无关的内容。充分利用有

效时间，写出最佳答案。 最后提醒考生，社会热点问题是文

综复习的重点关注对象，对政治这一科目来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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