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政治学习经验分享

本专辑按照科目划分为政治、历史、地理学习经验分享，希望对正在文综学习中“挣扎”的你有所

帮助，如果还有疑惑可以参看往期分享或私信提问。

政治：
1、关于背诵：政治毫无疑问是三科中最需要背诵的一科，相信无数文科生都有在考试前夜苦背政治的

美妙经历，那么到底应该背什么，怎么背呢？

个人认为，政治四本书的背诵量：哲学>文化>政治>经济，那么就按照这个顺序，依次说起。

哲学部分难就难在，高考考察的真的太微观了！就比如意识的能动作用这个知识点（见下图），一

级知识：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反映，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2015 全国二），二级知识：人能够能动

的认识世界；人能够能动的改造世界（2019 全国一），三级知识：人能够能动的认识世界又分为意识活

动具有目的性、意识活动具有自觉选择性、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2016 海南卷），四级知识：意识

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包含了：不仅反映现象，而且反映本质规律；复制当下、推测未来，追溯过去（2020

山东卷：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能够在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推测未来）。有够变态吧，不

知道看到这里的你能够记起几级知识？所以对于哲学部分，除了老生常谈的世界观+方法论，一定要注

意知识的细化，这样才能应对高考。在背诵过程中，大家可以将近十年的高考题与知识进行对应（如下

图）这样既可以检验自己的背诵是否达到高考要求，又可以从题目中感受知识的具体运用。不过这当然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家不必急功近利，慢慢积累，会有大收获！其次，可以用思维导图或框架图的形

式将知识分级，逐级背诵，考前复习可以先过全部的一级知识，再是二级，以此类推，也就是宏观体系

+微观展开。（如下图）



文化部分，在第一遍背诵时，建议按课本顺序熟悉知识，特别关注三四单元的背诵（2020 全国二：

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坑了多少人）；在对教材知识有了大致把握后，建议按照主题重新梳理知识，这样

在考试作答中才能尽可能减少漏点（如下图）



政治部分，虽然背诵量比经济生活大，但个人认为绝对是最好背的一本书，毕竟说的都是人话（泪

目了）在背诵过程中，多想想这句话能不能迁移到别的问题上（比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

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句话简直就是万金油，适用于政治生活

大多数原因类试题）这样可以减少背诵量，并且能拓宽角度，减少答题漏点。其次就是要注意背诵的准

确度，政治和哲学的原理如果缺字错字，很可能影响得分（比如政府的具体职能大家没记住可以简写为

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等，千万不要乱写，曾亲眼见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维护社会和谐的职能），关

键词也要格外注意，别弄混了（比如：重要保证，根本要求，基础，核心）除此之外，可以按照主体来

梳理知识。更好的应对主观题答题（如下图）

经济部分，大多数知识点都是选择题知识点，主观题命题灵活，需要结合当年时政知识和对课本知

识的再加工来回答，难度相对较高。背诵可以按照主线来串联知识，复习中要把握“国强、民富、企业

兴”这一条线索：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以人为本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国家的强大则是个人与企

业兴旺发达的前提。（如下图）



2、关于时政：首先明确高考时政的考察范围，一般是从前一年的 6月至次年的 4月，如果 4-6 月有特

别重大事件发生（如汶川地震），也可能作为考察背景。

对于时政，大家一定要认识到：高考试题一直紧贴时政，时政一直是考题的背景材料，这就要求在

复习备考过程中重点关注教材知识与时政的结合点，与时政有关的知识应作为重点进行专题梳理（见下

图），同时要主要整理积累时政名词概念并加强理解（如：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区块链、正逆回购等，

详见下一板块），这些知识往往能帮助你理解选择题选项，丰富大题层次。一般时政信息来源：新闻联

播、人民日报、半月谈、参考消息等（教辅推荐详见教辅专辑）。在高三，大家会经历无数次考试，一

定要注意积累考试中的新材料新角度新表述。另外，需要明确的是，时政分为长效热点（如：协商民主，

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见下图）和短期热点（如：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RCEP

等，见下图）长期热点可以从高二进行积累，也可以借鉴学长学姐的整理，短期热点因为时效性强，建

议高三二三轮复习时整理。



3、关于刷题：又到了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一定要明确，文综学习需要刷题而且是大量的刷题，（这

里所说的刷题当然是有效刷题，我的文综成绩很大一部分是在刷题中提高的）绝大多数同学并没有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的强大能力，所以还是要多刷题多见新角度新情景。

首先，刷什么题？一定不是求新求偏求难求怪！在选择题目时，要重点关注答案解析（一定要有对

错误选项的详细分析），一本好的答案解析如同一位良师，可以补充你的知识，纠正你的做题思维，还

能提供做题方法的指导，一本练习册，如果答案解析不清楚，纵使题再好，也会浪费许多时间，把你带

到沟里（如：A表述错误，B与题意无关，C表述正确且符合题意，D不符合设问知识范围，这种简直

要多恶心有多恶心）。要多做经典题（高考题，老师精选题），不必刻意求新，大多数新题往往缺少打

磨，存在一定漏洞，遇到这种题（也就是俗称的烂题）千万不要陷进去，明白命题人意图和所考察的知

识点即可。

关于高考题与模拟题的选择，对于选择题：个人建议高二同学可以多做做高考题（近十年专题分类），

近十年的全国卷和地方卷题量很大，可以说是考察到了高中政治的角角落落，能很好的弥补同学们的知

识漏洞。高三同学在上半学期可以以模拟题为主，绝大多数模拟题难度较高，可以用来拔高，新题型新

背景较多，能拓宽视野，高三下半学期回归高考题（近五年套卷或专题分类），这时做高考题一定要弄

清楚每一个选择错在哪里对在哪里，对照教育部考试中心的试题分析详细梳理，遇到不清楚的寻求老师

帮助，这是查漏补缺和纠正思维的绝佳途径。以上安排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同学们记住答案，浪费高考

题的现象。对于大题：建议多做详做高考题，一来因为大题答案记不住，二来是因为高考题真的很巧妙！

值得三刷四刷。模拟题大题写出知识点和思路即可，以拓宽视野为主，高效刷题（当然考试中的模拟题

要认真对待）

模拟题除了市面上出售的，建议在高三后期多做大市统考题和联考题（如华大新高考联盟、衡水联

考、天一大联考、百师联盟、九师联盟等），这些题目命题新颖，质量有一定保障。

其次，怎么刷题？要记住，只要做题就要限时，选择题建议一分钟一道，大题建议十分钟一道，高

考考察的是在限定时间内答对问题的能力。做题时注意圈画关键词（如：知识限定、选对的还是错的），

选择题用好排除法，做题先看选项，表述错误直接排除，之后再认真阅读材料择优，大题先看设问，明

确题干限定（知识限定，材料限定，主体限定，角度限定等），再阅读材料，边阅读边批注想到的答题

角度（几个字提示即可），这样可以避免下笔作答时忘记刚才想到的角度。刷题后要及时在试题上纠错，

对于难题好题和易错知识要进行积累（具体方法见下一板块）。

同时，可以尝试专题刷题，短时间练习同类型题有利于迅速弥补知识漏洞。具体分为两种：一是按

知识点，对点练习，二是按题型（如：计算类、曲线类、漫画类、传导类、古诗词类）。



在练习高考真题大题时，建议同学们写在答题卡上，便于模拟真实的考试情景以及后期的简化语言、

调整书写布局。（要注意高考答题卡比日常所用答题卡行间距更窄、行数更多，需要适应）

在刷题中切忌钻牛角尖，要尝试理解命题人的意图，顺着材料进行思考，不能凭空捏造材料或带入

之前做过的相似题，相似题只能作为背景知识补充，要重新思考，重新挖掘命题思路（文综题目一字不

同，便全然不同）。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是答卷人，不是命题人、阅卷人。对于爱钻牛角尖的同学，

建议多做高考题，多听老师讲题来纠正思路。

4、关于积累：文综学习重在积累，正如青藏高原经历了 6000-7000 万年的隆起，才有了 8844 米的高度，

马里亚纳海沟经历了 6000-7000 万年的沉没，才有了-11034 米的深度。而积累又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

面：

一、时政热点积累（见上）

二、易错表述积累：这一部分可以是在平时学习背诵中，自己认为的易混易错表述，也可以是在做

题中，自己没有看出来的错误表述（这是提分关键点），整理过程中建议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哲学，

但也不宜分类过细（见下图），不必对网上总结的易错点照搬照抄，根据自己情况梳理，慢慢来，比较

快。

三、关键词分类整理：针对政治、文化两册书中表述关键词较多，建议同学们按照关键词进行分类

整理，这样可以提高关键词对应错误的辨识能力，也便于在日常纠错过程中快速对应教材正确表述。（见

下图）



四、古诗词整理：这个针对哲学，哲学有一类易错题型就是古诗词与原理的对应，强烈建议那些对

古诗词不敏感的同学进行梳理，可以有效提高速度和正确率，但切忌生搬硬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

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见下图）

五、专有名词整理：这个主要针对经济生活，高考有个潜规则，对于那些已经在之前高考试题中出

现的专有名词，可以不进行解释，所以要求同学们整理平时遇见的难理解专有名词，看不懂题，岂不是

抓瞎（见下图）

六、知识范围整理：所有政治大题都有相应的知识限定，如果同学们对具体限定词不够熟悉，很容

易出现答偏答错的现象，这种情况会失分惨重（血泪教训），需要同学们在日常学习中整理限定词，最

基本的书名（如经济生活）、单元名（如探索世界与追求真理，要特别注意文化生活和文化与生活是完

全不同的知识限定，疑惑的同学建议翻书查证！）、课名（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知

识名（如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等，见下图）、专题名（如文化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科技的作用）



七、大题整理：对于材料新颖、设问巧妙、答案角度不易想到的大题，一定要注重积累，考前进行

回顾。

5、关于答题模版：可以借鉴参考市面上出售或网络上整理的答题模版，这些模版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你

从多角度思考问题，但一定不能依赖模版，真正的高分一定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调动所学知识获得的。

最后，希望上述废话对同学们有些许的帮助，祝愿同学们政治学习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