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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备考有赖于精准的目标定位和精准的问题分析及解

决。目标确定备考方向和达成的层次要求，问题确定备考的着

力点和进阶安排。本文从“目标 - 问题”导向的角度，明确

中学思政课测试要达成的“五维目标”及其对应的“三层次水

平”考查要求，提出相应的复习备考策略。

1  “五维三层”目标达成和问题诊断体系构建

基于“情境- 任务- 内容”的中学思政课测试中，情境提

供测试的场域或背景，设问指向学生应完成的任务，学生的学

业成就由笔试表达的内容进行推断。有效的中学思政学科备考，

必然要求达成学科内容储备充分、信息解读精准、逻辑建构准

确、书写表达规范和心态调节适度等五个维度目标。

学科内容是学科考查的基本载体，内容储备充分是备考的基

础性工作；通过情境信息的获取和解读，考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的能力；设问指向学科任务的解决，即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要求学生按照一定的逻辑思维对教材、材料和设问限定的

要素进行有序思考；书写表达是考生将自己的思想，即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结果用书面语言的方式进行恰当表达，以体现自身学科

素养的重要方面；心态是影响考试发挥的重要因素，备考中要培

育良好心态，使学生能平常地对待考试、增强考试自信，充分展

现自身的学科素养。

上述五个维度目标的达成度又各自可以划分出三个递进的水

平层次，即学科内容的储备，需要经历教材主干知识梳理、知识

体系构建到补充时政增长见识三个层级，情境信息的解读由易到

难需要呈现摘录材料关键信息、用学科术语表述材料信息和分类

归纳材料信息三个层级，逻辑建构呈现以教材原理为主导的演绎

分析、以情境材料信息为主导调动教材知识的问题的因果推导和

以设问任务为主导的条件辨析等三种思维方式，书写要逐步达成

有话说、说得清、说得好三个层级要求，考试心态的培育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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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平常心、进取心、自信心等有利于平稳发挥的要求。

根据“五维三层”目标，分析把握学生的学情，可构建“五

维三层”的目标和问题诊断体系如下图。

2   “五维”各个击破“三层”渐次进阶的备考策略

“五维”目标的突破需要集中精力，采用专项训练的方式

各个击破；“三层”水平的达成需要采用渐进的方式渐次进阶。

2.1内容储备基本策略：“放目录-建体系-融时政”

“放目录”是指学生遵循教材知识逻辑，将教材目录在头

脑中“放电影式”地回忆，这有利于解决基于学科教材知识的

基础性考查。如2016 全国卷1 第 38 题（材料略，下同）：运

用“当代国际社会”知识，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为什么能

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解答此题，学生通过回忆教

材相应单元课框标题，就能调动教材中“国家利益”“和平与发展”

“多极化”“国际新秩序”“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等基础主干知

识结合材料进行合理回答。

“建体系”是指将教材知识根据生活逻辑进行重新整合，建立

知识体系，这有利于应对综合性的考查要求。如2018全国卷2第

38题：结合材料，分析企业税负降低与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经济

联系。解答本题，由国家的税负政策调整对企业和个人的影响，再

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变化，由分配影响生产、交换等环节，再影响

分配，对学生把握经济生活中国家、企业（产业）、个体三类行为

主体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再生产四环节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的全面把握有较高的要求。在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教

材中非常凝练、内涵丰富的概括性语句的解析。

“融时政”是指将体现时代特征的热词融入建构的知识体系

中，体现应用性和创新性的考查要求。如2015全国卷1第38题：

结合材料和所学经济知识，分析当前对小微企业实施税收优惠的

理由。其答案要点中的“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税负较重、融资难融

资贵等困难”和税收优惠可“引导和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等语句属于时政语言，考查学生对现实生活的见识。

通过“放目录- 建体系- 融时政”逐步实现学科考查内容

充足储备。

2.2 信息解读基本策略：“摘抄 - 翻译 - 归纳”

“摘抄”是指对试题提供情境材料所展现较为抽象的信息进

行直接获取，包括抽象名词和替换动词等基本方法；“翻译”

是指对情境材料呈现的具体信息（生活化语言）进行学科术语

的转化。“摘抄”和“翻译”在是材料信息解读中往往相伴

而生。如2013 全国卷2第38 题：结合材料和所学的经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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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城镇化对 R 镇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答题要点中，“企业

的聚集”“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土地的统一集约经营”

“居民收入的增加”等均为从材料中直接摘抄或用学科术语概括

的要点。对复杂情境要运用“化简”的方式进行语句解读，即

去除非关键信息提炼主题思想。

“归纳”是指对材料信息按照一定的逻辑框架进行分类归纳

（即断章取“意”）。如 2 0 1 8 全国卷 3 第 4 0 题：运用价值观

的知识，说明甘祖昌的一生是如何体现不忘初心、一心为民的

共产党员情怀的。答案要点中，对材料所展现信息按照什么样

的分类构建答案的要点框架是一个难点，而根据材料信息和设问

指向，本题应从甘祖昌如何“认识世界”（想）和如何“改

造世界”（做及效果）两方面进行材料信息的分类概括。对于

一些陌生的新颖情境，需要运用“还原”的方法，通过类比

思维将情境还原到熟悉的生活情境中去建立合理分析框架。

通过“摘抄- 翻译- 归纳”信息提炼方法的训练，逐步实

现信息的精准解读。

2.3 逻辑建构的基本策略：“理清要素 - 建立关联 - 回归

教材”

“理清要素”即通过解析设问中的关键要素，把握试题答

案构建的逻辑。根据设问的常见格式“运用. . .（知识），结

合材料，分析说明. . .（问题）”可知，设问的要素包括教材

知识限定、分析的问题的限定和材料结合度的限定。如2017 全

国卷2 第40 题：运用文化作用的知识并结合材料，说明弘扬创

新精神对于推动创新发展的作用。从设问中应把握的关键要素有

“文化作用”“创新精神”“创新发展”等三个。

“建立关联”“回归教材”即确定上述提取要素的逻辑关

系，然后用教材术语进行科学表述。按照考生解答试题的难易

程度，按照上述限定关键词可分为三个层次的逻辑建构：一是

以教材知识逻辑为主导的思维流程，考生主要根据教材知识展现

的逻辑，结合材料信息作答即可，即以教材知识为主导调动材

料信息，答案要点的逻辑结构与教材知识的逻辑结构一致。如

2017全国卷2第40题：运用文化作用的知识并结合材料，说明

弘扬创新精神对于推动创新发展的作用。回答此题，阐释先进

文化对经济社会和人的作用原理后，再对创新精神的作用做具体

分析时，其对应演绎的具体要点由先进文化对人和对经济社会作

用的具体知识点决定。二是以以材料信息的获取和解读为主导的

思维流程，即以材料信息调动教材知识的运用答案要点的逻辑结

构与材料信息展现的逻辑结构一致。如2017 全国卷1第39题：

《中国诗词大会》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案例，运用

文化生活知识说明其成功的原因。分析材料中《中国诗词大

会》的举行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即要求将材料

中的做法回归教材进行概括，将生活语言转化为学科术语。三

是以设问指向的任务逻辑为主导，调动教材知识的运用和材料信

息的获取，答案要点的逻辑结构与设问指向的任务逻辑相一致。

如2015全国卷1第39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

记住乡愁，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运用文化生活知识对此加以说

明。解答此题，需要精准定位设问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记住乡愁”“中华传统美德”，并分析要素间的关系

（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条件关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局整

关系，记住乡愁弘扬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 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此外常用的关系还有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因果关系、现象与本

质的关系等），再回归教材，用教材知识进行科学表述。

2 . 4 书写表达基本策略：“默写法”“排版法”“画图法”

“默写法”即给定一个话题，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在答题纸

上写出所能想到的基本语句。这样既可以检测学生对某一主题的

内容把握是否充分，也可以检测出学生构建知识体系的逻辑思维

水平。通过训练可以使学生针对给定主题有充足规范的语言可以

表述，避免口语化和废话。

“排版法”即书面表达能合理谋篇布局，字迹清晰，词句

准确，术语适当，段落分明，卷面整洁，把话说清楚。

“画图法”即训练学生画答案要点的关系图，体现出应有

的逻辑性。按照设问指向的任务和材料的特点，答案段落间的

要点呈现出并列结构、总分结构、递进结构、因果结构等多种

恰当结构，而不是单一的并列式的罗列知识要点。

2. 5 心态调节的基本策略：“仿真模拟法”“结果预想法”

“正确归因法”

“仿真模拟”即通过平时测试的内容、结构和考场情境的

仿真模拟，将平时测试考试化，使学生熟悉和习惯考试真实情

境，增强学生对考试的平常心。

“结果预想法”即考生在考试中遇到简单题和难题时，相

信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正常发挥，对简单题不马虎，对难题不畏

难，在考前做最坏结果预想，做到心中有“底”，从而不过

度焦虑。

“正确归因法”对遇到的新题难题要正确归因，做到心态

平稳。在陌生中找熟悉，在难题中溯源，找到突破的切入点。

初中的检测与高中的检测在学科本质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初

中思政课的备考同样需要从教材理解、材料解析、设问解读、

书写表达和心态调节等“五维”目标着眼，所不同的是在“三

层”的水平要求上，对初中考生的考查层次主要定位于第一和

第二层次，相应的备考策略侧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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