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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阶段性检测 提升学科备考能力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教师 徐明辉

政政 治治

在备战高考的一年中，同学们要经历多次阶段性考试，如月考检测、期中检测、期末检

测等。该如何利用好阶段性检测，提升备考能力呢？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阶段性检测前

首先，正确对待。对待阶段

性检测同学们容易出现两种不正

确的思想：一种是如临大敌，把阶

段性检测看得过重，非常紧张，考

试是平时水平的反映，要相信自

己，把平时的复习做到位，正常发

挥即可；还有一种思想是不重视

阶段性检测，认为反正不是高考，

不必那么认真，但其实每一次检

测都是对自己知识、能力的考查，

都是对自己心理素质的一次历

练，正是通过每次阶段性检测，搭

建了通向高考成功的阶梯。因

此，要正确对待每一次检测，考出

自己的最高水平。

其次，全面复习。在思想上

重视检测的基础上，同学们要脚

踏实地全面复习，不能留死角。

不要怀有侥幸心理，认为某些方

面可能不考，导致备考不到位。

再次，一定要巩固薄弱环
节。有些同学总喜欢复习自己优

势、熟练的方面，而对于自己薄弱

的地方却总是逃避。一定要正视

自己薄弱的地方，花更多的精力

熟练、弄懂、弄通。检测其实是动

力，可以督促自己把以前把握不

准的知识弄清楚，把背记不牢的

知识背记牢固，把模糊不清的知

识梳理清晰等。

阶段性检测后

1.及时总结反思
每一次考试，无论成绩如何，

总会有发挥理想和失常的地方。

阶段性检测后，要及时总结反

思。对待考试，同学们要树立辩

证否定观——“扬弃”。一方面要

认真分析、总结发挥理想的地方

在哪？是全面审题、灵活作答，还

是准确把控时间、心态良好。另

一方面要反思问题出在哪里，是

基础不扎实、审题不细、容易题大

意，还是难题畏难。对于优点要

继续保持和发扬，对于缺点要找

出对策改正，这样才能通过考试

更好地促进自己发展进步。

2.把握题型规律
每次阶段性考试主要是针对

某个模块或某些模块进行考查。

每个模块的内容不同，试题也有

各自特点。例如，从开学到现在，

各校基本复习的是必修 1《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和必修 2《经济与

社会》。这两个模块在考查内容

和考查方式上都有所差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块：
教材是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主线设计必修课程整体框架

的。模块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依循历史进程，讲述为何开创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块 2

“经济与社会”、模块 3“政治与法

治”、模块 4“哲学与文化”，皆依

托模块 1 的基本原理，讲述如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因

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块试

题强化综合性，以该模块和其他

模块相结合的形式凸显各模块内

容的内在联系，考查学生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学科能力。此外，近三年北京

高考试题都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度入题，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理想

信念渗透在字里行间。因此，同

学们要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并将其与其他模块之间融会贯

通，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的领导”“青年

责任和担当”等内容的跨模块融

合，增强对不同模块知识点连贯

性的熟悉程度及对知识的综合运

用能力。

《经济与社会》模块：《经济与

社会》模块的试题通常以图表、数

据等形式出现，考查同学们图表

信息的解读能力，能否通过数据

变化解读出关键信息；考查信息

关联能力，能否通过选项与图表

信息关联解读出设问内容；考查

分析能力，能否准确分析现象间

的内在联系。此外，《经济与社

会》模块的主观题通常考查同学

们的逻辑论证能力，如由起点到

落点的逻辑推导链条，从微观到

中观再到宏观的认识秩序，多角

度、多主体、多层面对理念和现实

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等。

【例题1】（2023全国乙卷）

真题示例：图表、数据类题型例题解析

【例题2】〔2022北京,19（1）〕
今年以来，为稳定宏观经济和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

控政策。

材料一 我国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精准实施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减税降费。2022 年全年预计退税减

税约2.5万亿元。

材料二 我国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安排26.71万亿元，比上年扩大2万亿元

以上。财政部门优化支出结构，优先支持

已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重点专项

规划的重点项目，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

投资，加大对科技攻关、生态环保、基本民

生、现代农业等领域及区域重大战略的支

持力度。

材料三 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降低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个百分点，向

市场释放长期资金 5300亿元。5月 15日，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管委员

会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政策出台

后，多家银行下调首套房贷款利率。

（1）运用《经济与社会》知识，分析上

述材料中的政策工具在稳定宏观经济和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如何发挥作用。

【解析】 本题要求用《经济与社会》知

识分析材料中的政策工具如何发挥作用，

属于A对B的意义。其中，A为政策工具，

B 为稳定宏观经济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解题思维的起点是政策工具，然后进

行政策工具作用的逻辑推导，方向及目标

是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材

料一的政策工具为新组合式税费，具体作

用过程为，退税减税→减轻企业负担（降

低经营成本）→保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培育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增强企业

活力）→扩大投资和就业。材料二的政策

工具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一政策工具

既可以稳定经济，也可以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体作用过程为：财政支出增加→
增加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稳定宏观

经济；加大对重大战略的支持力度→实施

积极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材料三的政策工具为货币政策，具体

作用过程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货

币供给→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调整差别化

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业发展。同

学们解答的难点在于情境中政策工具的

推导作用，并运用学科术语表达。

针对图表类题和推导类题，同学们要

集中强化训练，努力从中找出解题规律，

提高熟练程度。但无论如何，基础是关

键，要夯实理论基础，准确理解基本原理

与核心概念，并能用学科术语准确表述；

全面梳理知识框架，对模块内知识融会贯

通，并能打通必修与选择性必修之间的界

限，将模块间知识融会贯通。要精练试

题，不断总结反思，概括答题的思路，做到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提高信息整理加工

能力和逻辑论证与阐释能力。

2012—2022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

量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如

上图所示。请解读材料反映的经济信息。

【解析】 解图表类试题一般运用比较

的方法，即横向比变化，纵向找差距，动态

把握图表中数字的变化。解答此类试题要

审三个方面。一审标题，标题的归纳性语

言对答题起方向引领作用；二审主体或数

据，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找出图表所给的

有效信息，从而把握图表的主题；三审注

释，其往往是对图表的特别提示，能够帮助

同学们准确地理解图表的主题思想。此

外，还要注意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进行

分析。针对此题，首先得出表面信息，曲线

图表示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柱状图表

示城镇私营企业劳动者工资水平上升。其

次，分析现象反映出的本质，即劳动力供求

矛盾加大，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