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岳 阳 版式/高 薪 热线热线//8283714682837146 邮箱邮箱/kaoshibao@bjeea./kaoshibao@bjeea.cncn

2024年1月17日 星期三 11 高考·辅导

二、精选习题训练，提升思维素养

认真对待期末考试 检验一轮复习成果
北京宏志中学 吴秀君

高三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是对一轮复习成果的检验，这套试题知识点覆盖面及试题结构、难度系数等和高

考要求接近，通过这次考试同学们可以检测目前学习方法是否有效，也关系到下一阶段计划的制订和复习如何

进行。因此，在备考复习过程中，同学们既要反复巩固学科基础知识，也要注重解题能力的训练与提升。

一、巩固核心知识，构建知识模型

有效成长的学习方式，就是对知识

点重复学习。政治学科涉及 7 本书的内

容，建立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知识

体系，注意模块间融合，将所有学科核心

知识做到心中有数，是解题的首要前

提。因此，同学们务必重视基础知识的

落实，不断反复，加强巩固。

知识网络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将知识

转化为能力的“加工”过程，将知识系统

化、结构化、规律化、形象化、技能化的时

候，需要通过联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

概括等思维活动，这也是同学们将知识

转化为能力的过程，有利于提升学科综

合能力。

考试过程中要有时间概念，平

时养成限时训练的良好习惯。选

择题尽量在15分钟内完成，主观题

每题平均8分钟左右，最后能留出5

至8分钟时间检查为佳。如果考场

上遇到难题，思考时间过长仍不能

解答，做好标记果断跳过，待全部

作答完毕后再返回补漏。

利用好发卷后开考前的 5 分

钟。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后，快速浏

览整份试卷，对题量、题型、情境、

设问等大致做到心中有数。

此外，书写规范、卷面整洁等

也是加分项。希望同学们在考试

中平稳心态，注重细节，沉着应考，

颗粒归仓！

三、合理分配时间，作答从容不迫

（二）主观题解答懂意图、多维度、重逻辑

考场时间有限，分配到每小问的时

间在8分钟左右，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到审

题、思考、作答一气呵成，具备良好的解

题能力及作答习惯很重要。

1.审题定方向
认真阅读设问及情境，分析命题意

图，阅读时在卷面上标划出关键信息，读

懂材料大意并对其进行分层，从每层情

（一）选择题力求平稳、细致、精准

选择题力求不出错或少出错，心态

要平稳、阅读要细致、选择要精准。除了

通常用到的排除法、比较法之外，还要坚

持“以干求肢”的解题原则。务必仔细阅

读与分析题干，明确题干的要求和规定

是进行选择的出发点。考前可进行适量

限时训练，落实细节知识，梳理易错易

混，建立核心脉络，提升做题速度，追求

准确。

【例题1】（2022北京卷高考，13，14）

13.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日益凸显，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是对

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下面是该法的部

分条文：

第69条第1

款:“处理个人信

息 侵 害 个 人 信

息 权 益 造 成 损

害，个人信息处

理 者 不 能 证 明

自 己 没 有 过 错

的，应当承担损

害 赔 偿 等 侵 权

责任。”

第 70 条:“ 个 人

信息处理者违反本

法规定处理个人信

息，侵害众多个人的

权 益 的 ，人 民 检 察

院、法律规定的消费

者组织和由国家网

信部门确定的组织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根据上述条文，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个人信息处理者侵权的，承担无

过错侵权责任（过错推定责任）

B. 个人信息处理者侵权的，在民事

上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

C. 个人信息处理者侵权的，均可适

用第 70 条的规定（侵害众多个人的权

益的）

D. 发生第70条规定情形的，该条规

定的机构和组织有提起诉讼的职责

14. 某绘画比赛主办方赛前承诺奖

励一等奖获得者1万元。7周岁的小学生

甲获得一等奖。一公司看上了甲的获奖

作品，提出要以 2 万元买下，作为公司的

商标图案。甲的父母知道后，明确表示

不同意出售。就上述事实，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 甲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获

奖作品享有著作权（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B. 甲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获奖

作品享有商标权（著作权）

C. 在主办方支付奖金前，甲对 1 万

元奖金享有所有权（无）

D. 甲的父母有权拒绝该公司以2万

元的价格购买获奖作品的要约

以上试题聚焦公民依法维护合法权

益的具体行为来设置问题情境，涉及《法

律与生活》知识的综合运用。对学生的

要求是，能够掌握重要法律概念的区别，

能够掌握知识链“公民享有的权利……

什么是侵犯权利的行为……若权利被侵

犯，如何救济；若侵犯他人权利，应承担

哪些责任”，能够在考场现场阅读法律条

文，提取准确的信息，作出正确的选择。

境材料或引文中概括出其中隐含

的观点，快速调动相关学科知识。

2.思考定维度
结合材料与设问确定作答切

入点。通过思考，初步建立问题逻

辑、情境逻辑与学理逻辑的关系。

比如本题大致从几个角度、几个主

体、几个层次来作答，在头脑里形

成大致框架，思考时同步写出框架

草稿，或写出多个维度的关键词。

3.作答定要点
组织答案突出专业性、层次性

及逻辑性。运用学科原理或观点

分析情境，分析阐明问题，理例结

合，将学理与事例深度融合，回应

设问。多个要点之间可按照由近

及远、由表及里、由微观到宏观的

结构，或者由分析到综合、由普遍

到特殊，或者从设问中的逻辑起点

逐步到逻辑终点，注重过程性推导

及分析，逐级深入、层层剖析。

【例题2】（2023北京卷高考，19）

19.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

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读数看优势】 经过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拥有14亿多

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全国居

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近 3.7 万元。

我国有近 9 亿劳动力，接受高等教

育的人口已超过 2.4 亿，每年新增

劳动力超过1500万，新增劳动力平

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

（1）根据材料，运用《经济与

社会》知识，概括我国的市场优

势，并分析这些优势如何推动国

内大循环。

该设问分别属于“描述与分

类”“解释与论证”的学科任务。第

一问，“概括我国的市场优势”是描

述与分类，归纳出优势“是什么”；

第二问，“分析这些优势如何推动

国内大循环”是解释与论证，说明

这些优势“为什么”能推动国内大

循环。

第 一 问 ，“ 概 括 我 国 的 市 场

优势”。

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里

的市场规模超大，指我国人口众多

且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多，也就是强

调消费能力突出。可以答具有消

费市场优势、消费人口多、市场范

围广、人口多且可支配收入多等，

但若只答人口多或中等收入群体

多，未概括出消费能力或市场广阔

则不符合题意。

人力资源突出，人才优势正在

形成。材料强调劳动力资源丰富，

受过高等教育比例提高，所以写出

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优势、高

素质劳动者多等均可。

第二问，“分析这些优势如何

推动国内大循环”，应以市场优势

为逻辑起点，通过逐层分析，逻辑

终点指向推动国内大循环。

市场优势角度作答逻辑：市场

范围大，国内消费需求旺盛，扩大

内需，带动供给，企业扩大生产规

模，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国内循环

内生动力。

劳动力资源优势作答逻辑：劳

动力资源丰富，高素质劳动者多，

通过增加人力投入，在促进就业、

收入提高、扩大内需的同时借助科

技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供给质

量，促进供给需求的动态平衡，促

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畅通国内大

循环。

政政 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