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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9133.htm 在暑期这一关键阶段，同学们的

政治复习该如何着手？在这个承上启下的特殊时段，我们的

主要目标是什么？主要任务是什么？该如何提升我们的做题

技巧？面对这一些系列问题，跨考教育政治教研室王老师为

大家一一解答。 1.主要目标：全面理解知识点及其应用，提

炼知识要点并加以重点记忆、练习。 2.复习建议：有了第一

阶段的基础，进入这一轮复习的考生对于基本概念和原理已

经有了较为扎实地掌握，此时应侧重于知识点的深化理解和

系统把握。对于基本的立场和方法，要加深理解，注重实际

运用；对于基本的原理、观点和论断，要弄清楚更为具体的

内涵、外延和相关问题，明确其依据、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脉络、学科体系以及整个政治

理论相互关联的大框架。 此外，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还有：

一是提炼要点和精华，进行重点记忆；二是加大练习量，通

过做题加强、巩固记忆，加深对问题的理解。这一阶段看似

时间短，其实很重要。因为在前一阶段掌握好基础知识的条

件下，大纲已出，新增考点比较明确，国内外的大事件都已

尘埃落定，既成定局，党的代表大会等会议已经召开，也就

是说热门考点逐渐明朗化，每门学科极有可能考查的重点逐

步明晰，考生就可以做到全面盘又主攻重点地复习考虑，又

能主攻复习重点，提高应试能力。 3.客观题的解题方法 从本

质上讲，选择题实际上就是判断题。对于备选项是否符合题

目的题意要求，我们作出判断的主要根据就是教材（包括形



势与政策）中理解和掌握的相关考点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要

注意题干中的关键词。 就单项选择题而言，其选项的设计包

含两种方式：一是答案唯一型，宜选用正选法；二是答案最

佳型，即题中的四个选项有两个以上或全部都符合题意，但

其中一个是最佳答案即符合题干规定性、指向性要求的。它

或是回答了试题所反映的客观现象中最主要或最根本问题，

或是回答了试题所反映的客观现象中最直接或最本质的联系

或问题。做题时应结合题干中的关键词，采取排除法，联系

相关考点，运用比较分析，排除明显不符合题意的错误答案

。 就多项选择题而言，它是政治试卷中得分率较低也是最能

拉开差距的试题。解答时可遵循以下步骤： ①审查题干，根

据关键词，确定题干的内涵，明确题干对题肢的要求。 ②审

查题肢与题干之间的关系，按题干的要求选出题肢。 如果题

干本身表述正确，．且在正向选择的前提下，有以下几种方

法：一是排谬法，侧重排除本身表述错误的题肢；二是排异

法，侧重排除与题干毫无关联的正确题肢；三是排重法，侧

重排除重复题干内容而不是回答题干问题的题肢或与题干外

延不相符的题肢。由此，做多项选择题要求必须吃透原理及

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正确、有关”的联系。至于“

正确”是观点正确、“有关”是题肢的论点与题干的要求有

关联。正确的选项是直接、正确而又有关联的题肢。 在答题

时间上，客观题所用时间应控制在80分钟左右。其中，选择

题Ⅰ（单项选择题)）所用时间应该在30分钟左右；选择题Ⅱ

（多项选择题)）所用时间应该在50分钟左右。此外，从提高

效率的角度讲，应该首先把选择题在试卷上全部做完以后，

再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最后做分析题。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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