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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复习：找准“四点” 针对性提高
门头沟区教育研修学院教研员 韩 娟

二轮复习对于高三生而言非常重要，其不仅是高考复习的关键一环，起到承上启下的

作用，更是考生迎考的攻坚阶段，取得突破与升华的关键期。为了帮助考生做到科学备

考，实现提质增效，下面介绍“四点”备考方法。

查漏补缺 解决问题点

在高三政治一轮复习中，依据《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

内容，考生立足教材进行“地毯式”知识复习，初步建立知识结构体系，侧重识记、理解和简

单应用，练习题目以单项为主，模块内容跨度较小。二轮复习是在一轮复习的基础上进行

的专题知识复习、高考试题、模拟套题等专项训练，因而同学们一定要检查一轮复习的效

果，进行查漏补缺，将一轮复习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

1.依据知识框架，强化知识的巩固与落实
以模块为单位，以单元、课、框、目为层次进行知识点的查漏补缺。考生可以通过默

写、背诵、填空等方式进行检查，并将漏掉、遗忘掉的知识点进行标注，在复习中作为重点

进行突破与落实。

2.依据所做试题，将错题进行整理和归纳
通过错题归纳和整理，明确漏掉的知识点以及易混易错点，解决疑惑点，加强遗漏知

识点的掌握。通过错题类型的归纳梳理，明确错误原因，加强专项提升。考生可以针对错

误类型，选取经典试题加强专项训练。

3.形成学习小组，加强同学间的互助交流
充分调动同学间的学习热情，发挥彼此的督促作用，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互动式的、有

计划的提问式交流进行知识的巩固与落实，从而提升复习效率，在落实好一轮复习中的知

识的基础上，巩固一轮复习效果，也为二轮复习做好准备工作。

优化体系 把握核心点

二轮复习绝不是对一轮复习进行的简单重复。二轮复习更要立足核心考点，以专题

为主、加强不同模块的关联，不断完善、优化知识结构。

1.立足教材整体，构建模块主干知识体系
主干知识是指政治学科中最基础、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原理、观点，具有很强的派

生和引申功能，对于立足整体构建知识体系起重要支撑作用的知识。

北京高考试题突出教材主干知识和核心考点，设问立足模块教材并结合情境进行考查。

例如：2022年北京高考主观试题16题“运用《哲学与文化》知识”、17题“运用《逻辑与

思维》知识”、18（1）题“运用《政治与法治》知识”、19（1）题“运用《经济与社会》知识”、19

（2）题“运用《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知识”都是特定指向某一模块的教材内容，结合情境考

查考生的关键能力。所以考生一定要立足模块整体，宏观把握整本书主干逻辑框架梳理，

建构模块教材的整体知识体系，做到心中有数。

2.以单元、课为专题，搭建重点知识体系
在整体把握教材框架的基础上，考生还要注重对知识体系内容进行优化和完善。二

轮复习重点还要突出在专题复习，要依据课程标准中对模块教学内容提出的要求，以模块

教材中重点阐释的观点和理论，以及在高考中多次出现的考试内容来确定重点核心知识

点，搭建重点知识体系。

以必修三《政治与法治》模块为例，以单元为专题进行复习，搭建重点知识体系。《政治

与法治》本册教材共有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单元人民当家作主、第

三单元全面依法治国，每一单元都构成本模块的重点内容，单元就成为专题复习的内容。

所以立足本模块整体框架建构的基础上，要做好单元、课的重点知识体系建构，考生不仅

要掌握整体的重点主干体系，还要掌握在重点主干体系中的重要学科知识，做到点、线、面

的全面掌握。

3.以主题、主线为重点，进行综合性知识体系重构
在立足模块整体构建主干知识体系基础上，还要重视以单元、课为重点的专题知识体

系构建，同时还要以主题、主线知识为重点，进行跨模块、跨单元的综合性知识体系的建

构。跨学科、跨单元的学科知识体系的重构，可以有效地培养考生的综合思维，提升考生

的综合能力。

在2019年和2021年北京高考主观试题考试中，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内容结合情境材

料进行了考查。在复习中考生要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内容作为主题，以专题的形式

构建体系。要突破课与课界限，进行模块内的知识重组。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内

容，从“为什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怎样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逻辑问题链进

行知识建构（见下图）。也可突破模块的限制，例如结合《经济与社会》中“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重要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内容进

行跨模块整合。二轮复习考生一定要以重点核心点为出发点，跨模块、跨单元、跨课与课

的界限，依据主题、主线构建优化知识体系结构，提高复习的质量。

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重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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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历史必然性

2.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就

3.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由自身具有的先进性决定的

4.新时代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1.坚持党的领导

2.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1）党的领导方式

（2）党的全面领导

（1）全面从严治党

（2）党的执政方式

联系热点 提升能力点

北京政治高考试题是以问题情境为载体，通过学科任务考查所学相关学科内容和学

科核心素养。在真实情境中，考查考生运用综合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其中情境选取大多是社会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和焦点问题，通过引用丰富的社会素材，

形成新的问题情境，让考生运用学科相关的知识分析解答，在新的问题情境中构建知识框

架体系，进而考查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完成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建议同学

们在二轮复习中关注时政热点，熟悉新的情境，锻炼自己从不同模块内容去思考、分析、探

究一个热点内容，在考查学科知识的同时也对考生辨识与理解、阐释与论证、探究与建构、

反思与评价的相关能力进行了训练和提升，最终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政治高考重点时政一般是长效热点和年度间国内外重大时事，以及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本年度高考的重点时政很多，例如2022年

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神舟十五号成功发射、2022年现行宪法

公布实施四十周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弘扬延安精神等，可以将时政热点分为经济、政治、

文化、法律、国际等类型。在复习中，考生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

重要时政进行学习，可以从报告内容进行整体学习，也可以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专题，

结合不同模块内容进行复习。考生可以将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和论断作为背

景，创设新的问题情境，进行知识考查和能力的提升训练。例如，将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

全篇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为时政背景，进行问题情境创设，可以结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哲学与文化》《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等相关内容与其进行链接，

进行学科知识的运用考查和考试能力提升的训练。

科学规划 落实目标点

二轮复习中，考生一定要基于学情，明确优势查找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有目标的、

有落实的科学规划。以知识为目标的复习规划，如模块知识、易混易错点、重难点的复习；

以能力提升为目标的复习规划，如辨识与理解、阐释与论证、探究与建构、反思与评价的相

关能力的提升；也可以试题形式进行练习，如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也可以针对主观试题答

题进行有目的的、有目标的训练。

同学们在规划知识复习过程中，可采用制定学习安排表的方法，在表中设计时间、复

习的基本内容、检测考试、错题总结、改进措施等栏目，认真比对保质保量完成复习内容。

总之二轮复习要基于学情，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规划的复习。有了好的规划，关键就是

要落实，建立有效的落实机制。如：发挥老师、家长或学习小组的作用，进行提醒和监督。

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必成。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是考生二轮复习的常

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希望同学们在研究高考的基础上，能够明确复习目标，优化备考

策略，落实“四点”建议，使得二轮复习提质增效，力争在今年高考中取得理想成绩。

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