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是北京市思想政治学科使用统编新教材后进行等级性考试的第一年。试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

育评价改革要求，全面考查学生的综合素养水平。在新的一年中，思政学科如何备考复习，以下建议供考生参考。

必修 1“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所有模块的统

领，总揽全局，依循历史

进程，讲述如何开创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

他模块依托该模块的原

理，讲述如何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

济（“经济与社会”）、政治

（“ 政 治 与 法 治 ”）、文 化

（“ 哲 学 与 文 化 ”）、社 会

（“经济与社会”）、生态文

明（“经济与社会”）、和党

的建设（“政治与法治”）。

此外，选择性必修是

必 修 模 块 的 拓 展 和 延

伸 。 选 必 2“ 经 济 与 社

会 ”与 选 必 1“ 当 代 国 际

政治与经济”第三、四单

元 紧 密 联 系 ，选 必 3“ 政

治 与 法 治 ”与 选 必 1“ 当

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第

一 、二 、四 单 元 和 选 必 2

“ 法 律 与 生 活 ”紧 密 联

系，必修 4“哲学与文化”

与 选 必 3“ 逻 辑 与 思 维 ”

紧密联系。

如选必 1“当代国际

政 治 与 经 济 ”中 国 顺 应

经 济 全 球 化 趋 势 ，发 展

高 层 次 的 开 放 型 经 济 ，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同体是必修 2“经济与

社 会 ”的 新 发 展 理 念 的

“开放”“共享”理念在国

际关系中的展现。如选

必 3“ 逻 辑 与 思 维 ”的 分

析 与 综 合 、掌 握 适 度 原

则 、不 作 简 单 肯 定 或 否

定 、在 辩 证 否 定 中 推 动

认识发展的辩证思维就

是 必 修 4“ 哲 学 与 文 化 ”

中 唯 物 辩 证 法 联 系 、发

展 、矛 盾 观 点 在 思 维 领

域的运用。

2.注重模块间知识的整合

如下图：

一、夯实基础 把握核心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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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是高考考查的载

体，高考评价中的情境是

“问题情境”，指真实的问

题背景，以问题或任务为

中心构成的活动场域。把

握问题情境，需要关注时

代主题。

2020年北京高考政治

试题的情境关注到了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脱贫攻坚

时代任务，社会发展中的

人大决策、政协提案，社会

生活中的垃圾分类、博物

馆建设等。如第 20 题，聚

焦“全民抗疫”这一重大时

政热点，以结构图的方式

呈现抗疫过程的典型事

例，要求阐释各个事例体

现的经济学道理。再如第

19 题，聚焦“垃圾分类”问

题，以“生活垃圾”分类的

政策演进过程为素材，引

导学生从现象层面的归纳

概括进入到学科本质的思

考，引导学生关注我国政

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

现代化发展过程。

2022年北京高考政治

试题有机融入了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

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聚焦

首都发展的大事、喜事、盛

事，体现鲜明的北京城市

风貌和“双奥之城”的澎湃

活 力 。 如 第 5 题 以 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

的遗产规划管理为主题，

让学生理解冬奥遗产如何

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贡献

北京智慧。第6题以“银锭

观山”景观视廊打通的美

好画面，体现“把老城区改

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

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

的城市规划理念。第18题

立足北京“建设增进人民

生活福祉的宜居活力之

河”的规划愿景，选取滨水

空间提升改造的真实事

例，让学生参与议事协商

规则的设计，思考设计背

后的制度因素与现实要

求，提升社会参与能力。

此外，同学们在复习

中还要注意厘清易混概

念，注意不同模块的不同

特点，对待经典试题要反

复研究、举一反三等。

总之，高考是核心素

养的考查。各位同学一定

要关注高考评价要求，正

确定位、科学备考，提高复

习效果。

正确定位 科学备考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教师 徐明辉

选必 1“当代国际政

治与经济”中包含从共性

角度出发的各具特色的

国家、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国际组织，从个

性角度出发的处于国际

舞 台 的 中 国 的 国 体 、政

体、国家结构、发展高层

次开放型经济、完善全球

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核心概念有国

家安全与核心利益、外交

政策、全球治理、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

选必 2“法律与生活”

主要阐述人身权、物权、债

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

与义务，婚姻家庭法律关

系，劳动就业和创业经营

相关的法律制度，解决社

会争议的不同机制。核心

概念有民法基本原则、人

身权、物权、合同、侵权责

任、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

仲裁、诉讼等。

选必 3“逻辑与思维”

内容主要包括思维形态及

特征，逻辑思维基本要求，

科学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逻辑思维规则、辩证思维

方法，如何提高创新思维

能力。核心概念有思维、

逻辑、概念、判断、推理、分

析、综合、联想等。

二、整合知识 实现融会贯通

任何单一模块的内容

都具有严谨的内在逻辑。

以四个必修模块为例。

必修1“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第一课从共性角度

讲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

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

经济基础的规律，后面三

课“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

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个性

角度阐述中国的发展历程

是由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

律决定的。

必修 2“经济与社会”

第一单元是我国经济活动

的制度体制背景，第二单

元则是在这种制度体制背

景下经济与社会两方面发

展的展开。

必修3“政治与法治”，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

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

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

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

一于我国社会民主政治伟

大实践。

必修 4“哲学与文化”

第一单元的“辩证唯物主

义”是全书逻辑的起点；第

二单元的认识论和历史唯

物主义是哲学由一般逻辑

走向实践、历史领域的体

现，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

魂；第三单元“文化传承与

文化创新”是第一、二单元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

在文化领域的拓展和运用。

1.注重模块内知识的整合

三、问题情境 关注时代主题

核心素养的考查，需要考生综合、系统地运用学科知识和技能应对来自真实生活的问题。高考强调综合性，要

求考生对学科内容融会贯通，这既包括同一层面、横向的融会贯通，也包括不同层面、纵向的融会贯通。

高考要求即将进入高等学校的学习者应当具备

继续发展的牢固地基。高考关注学科主干内容，关注

学习者在未来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所必须具备、不可

或缺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因此，考生对基础内容的

掌握必须扎实牢靠。思政学科考查范围包括四个必

修模块和三个选择性必修模块，考生对每一模块都要

注重把握核心主干。

必修1“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四课内容：第一课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从

共性角度阐述人类社会发

展的一般进程和社会主义

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历

程；第二至四课从个性角

度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由来、创立、发展、完善。

核心概念有社会基本矛盾

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等。

必修 2“经济与社会”

两个单元：第一单元包括

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

经济活动的制度体制背

景；第二单元讲制度体制

背景下经济社会如何发

展，包括指导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我国

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

障。核心概念有：基本经

济制度、“两只手”、新发展

理念、现代化经济体系、社

会保障等。

必修 3“政治与法治”

三个单元：第一单元党的

领导，包括党的领导的必

然性、党的先进性、坚持和

加强党的领导；第二单元

人民当家作主，包括我国

国家性质、根本政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第三单元

全面依法治国，包括依法

治国的重要性、法治中国

建设内涵、全面依法治国

要求。核心概念有党的先

进性、全面领导、民主的制

度体系、多元主体、法治中

国建设三位一体等。

必修 4“哲学与文化”

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是辩

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第

二单元是认识论、历史唯

物主义和价值论；第三单

元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外来

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核心概念有规律、

联系、发展、矛盾、实践观、

历史观、价值观、优秀传统

文化、民族精神、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等。

2.选择性必修模块

1.必修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