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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难点分析
北京市第八中学京西校区教师 吴禹霏 尹 旭

新课标、新高考实施以来，《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这册教材所考查的内容在高考中的综合性提升，分值比重提高，与时政紧密结

合的特点越来越突出。在高三复习备考本册教材的过程中，考生要把握核心主干知识，构建结构化、综合化知识框架；科学、全面地认

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中国的制度选择、发展路径、国际地位；关注时政，增强问题情境的感知力、理解力；经典精练，培养和提升

解题思维能力。

认清教材整体逻辑

在高三复习中，同学们要把握《当代国际

政治与经济》的教材逻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国家—国际

政治和经济形势—国际组织”为逻辑线索，讲

述当前国际社会“两个主体、两种形势”（“两

个主体”即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和国

际组织，“两种形势”即当前国际社会的政治

和经济形势：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

的知识内容，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

用日益重要为核心，深刻阐释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

国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主

体，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国际关系的

变化与国家的行为、政策、主张密不可分，而

国家的性质、本质决定了国家的行为、政策和

主张。因此，认识国家的本质、掌握国体与政

体的关系，学习国家的结构形式，是理解国际

社会的逻辑起点。

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是当前国

际社会的两种基本形势，也是国家与国家、国

家与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较

量、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的对立统一过程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

体现。而在这些较量、制约、联系、影响的过

程中，中国的外交、主张、担当、贡献对世界发

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

也离不开中国。国际组织作为国际社会重要

的主体，是国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也是国际交往的重要平台，在协调国际关系

和共同利益、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同学们要认识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国

际组织，重点掌握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他重要

国际组织中的角色、作用和主张，并通过《当

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学习，进一步认识和理

解国际社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教材难点梳理与分析

第一部分“各具特色的国家”，主要讲述了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知识内容。在认识国家

的本质、分类、国体及政体相关概念的基础上，

了解国体与政体的辩证关系，这是本单元内容

复习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同学们可采用模块

迁移的方法，搭建与必修《政治与法治》的联

系，突破难点问题。例如：如何辩证地看待国

体与政体的关系。《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中介

绍了国体与政体的概念，关联《政治与法治》中

我国的政体、国体为例，进一步理解我国是人

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性质决定

了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政权组织

形式来进一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动员全体人

民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国家建设；保证国家

机关协调高效运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

结）。只有适当的政体才能够巩固国体，不适

当的政体则会危害国体。由此可以得出，国体

决定政体，政体体现国体，一定的政体服务于

一定的国体。

但同学也需要明确：政体具有相对独立

性。各国国情不同，政治制度亦不相同。关于

民主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议会制与总统制等

内容，同学们可以采用列表、画图等方法进行

比较、分析。在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内容学习

中，同学们可关联《政治与法治》中国特色政党

制度的相关内容。

第二部分“世界多极化”和第三部分“经济

全球化”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讲述了当

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同学们要立足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认识世界国际化不断发展，国家间相互

依赖更加紧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也

面临诸多挑战。重点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

中国的主张和做法。例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

展的道路，并将其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携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联必修二《经济与社

会》的内容，难点即我国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就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

发展格局。如何突破这一问题，同学们可形成

一条思考链条：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贯彻“开放”

发展理念，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要建设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第三部分“经

济全球化”内容相吻合），中国推动朝着优化结

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的方向转变，形成品

牌、技术、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新优势，提

高国际竞争力，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这

部分的内容中，同学们也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与弊的影响。我国当前

仍存在行业“卡脖子”等问题，要坚持既注重对

外开放、合作共赢，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关键核心技

术自主可控。

第四部分“国际组织”是当前国际社会日

益重要的行为体、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多边

外交的重要舞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重

要作用并倡议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体

现了中国以实际行动和主张推动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

高考真题链接与启示

（以2020年、2021年等级考试题为例）

【例1】（2020年北京，10，3分）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部分工作

如图 1

下列推断正确的是

①全国人大与各国议会的职

权相同，具有交往交流的基础

②全国人大与各国议会的

友好交往，有利于增进共识，促

进合作

③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

权力机关，在高层外交中起到积

极作用

④全国人大服务党和国家外

交大局，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独

特优势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政政 治治

【例2】（2021年北京，10，3分）
“ 与 君 远 相 知 ，不 道 云 海 深 。”

2021 年是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20

周年，世纪疫情之下，身处不同

时区的嘉宾，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加入这场盛会，共话全球热点

问题。论坛部分年会的主题如

图 2

上 述 资 料 最 适 合 论 证 下 列

哪一观点

A．加强双边合作，贡献中

国智慧

B．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尊

重他国关切

C． 更 多 参 与 、更 多 行 动 ，

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D．坚持单边行动与集体行

动相结合，促进一体化

通过本册教材的复习，希望同学们要能够宏观把握7册教材、1册读

本的核心内容，加强模块之间的关联度，形成不同维度的知识体系来应对

综合性题目，关注近1年的时政热点，尝试运用不同模块知识加以分析，

形成“7+1+1”的备考意识；加强阅读及提取信息的能力，在主客观试题中

抓主旨排干扰；选择经典试题作为练习的重点，经典精练，高效备考。

图1

图2

【分析】本题考查内容为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性质、职权等知识，但在情境与选

项中设置了西方国家议会的内容，

占比不大，但可凸显出模块融合的

考法已经是一种重要的考查方式，

同学们要形成跨模块、整合式学习

意识。

【分析】本题为以时政热点为

背景的考查类型，借博鳌亚洲论坛

成立 20 周年之际，考查国际政治

相关的知识内容，其中“坚持单边

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的国际组

织指的是亚太经合组织，而不是博

鳌亚洲论坛，同学们可采用列表的

方式将不同国际组织的性质、原则

等内容进行区分，以免在选择题中

出现模棱两可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