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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答好一道政治题，需要精准把握学科任务，读懂情境材料，准确运用相关知识，规范条理作答。而要想答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和大综合试题，则既要把握上述共性，还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的个性特点，抓住

宏观主线知识，全面规范作答。

政政治治

依据课程标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和大综合专题的复习目标是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
阐释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
用历史思维评价不同信息和观点，
辨明事实真伪；选择恰当论据，在
全球视野中比较各国发展道路，论
证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
展中国；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阐
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精神实质。

专题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人
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进程
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开创与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
逻辑和实践逻辑；四个自信；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党
的领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等。

在政治的四本必修教材中，《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总览和基础，帮
助同学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
成和发展有总体的了解。因此，对
必修一的复习不应陷入大量的史实

记忆中，切忌花费大量时间去“面面
俱到”，而应做到宏观在胸抓主线。

必修一整本教材的核心词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书四课内
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
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提炼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理
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如
下图所示，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
到“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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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领导”。
在掌握主线知识的同时，坚定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增强政治认同，落实核心素养。

除了把握宏观主线，同学们还
要重点关注核心知识点，如人类社
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进程的统
一性和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等，这些都是近年来高考考查的
重点内容。

突出主线抓核心 结构清晰强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复习建议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李若娟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战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保持战略定力”“新的战略机遇”“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采取一
系列战略性举措”……

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正是战略上的前瞻性思考，使我国在面对不确定性因素时能应对自如。

我国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我国的一系列重要战略
◆ 科教兴国战略
◆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乡村振兴战略
◆ ……

我国发展的诸多战略性有利条件我国发展的诸多战略性有利条件
◆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 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
◆ 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
◆ 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以材料中的一个重要战略为例，综合运用所学，分析上述战略性有利条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的试
题情境考查有哪些特点呢？如图
统计，该专题内容一般出现在整
套试题的第 1 题和最后一题，情
境宏大且深远，凸显培根铸魂的
价值立意，引导同学们坚定理想
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例如，2022年北京卷第1题，
结合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引导同学们深刻体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科学的行动指南，坚定理
论自信。

基于以上情境考查特点，同
学们可重点关注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化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文化思想、
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国家成就和
经验、红色传承等热点，理解相关
热点的重要表述，坚持正确价值
导向，涵养家国情怀、担当精神和
责任意识。

一、夯实基础知识 宏观在胸抓主线

二、关注情境选择 培根铸魂立价值

审对题是答好题的关键。同
学们应做好“三审”，即审设问、审
材料、审分值。审设问要重点审模
块限定和具体任务；审材料要从宏
观到微观，先整体看材料结构，再
具体看材料内容；审分值要大致确
定答题角度。“三审”过后，才能最
终确定答几点、答什么、怎么答。

从必修一专题的高考命题
特点来看，目前为止的主观题没

有单独命题，答题模块的要求均
为“综合运用所学”，与其他模块
综合考查，凸显综合性。从试题
评价来看，均为等级赋分，有统
一标准而无标准答案，对答题的
逻辑性和结构性要求较高。

例如，2022年北京卷第21题
的设问为“结合材料，综合运用所
学，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坚持守正创

新的”。从设问中，我们能获取到
的有效信息有：要结合材料，至少
用两个以上的模块知识作答，从
如何坚持守正和如何坚持创新这
两个维度分别作答。而既然是

“阐述”，就不能只泛泛而谈，应结
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行具体分
析。在此基础上审材料、审分值，
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答题思路。

三、明确任务考查 “三审”过后再作答

大综合题型对学科知识的要
求较为宽泛，于多数同学而言，调动
知识并不难，而“怎么答”往往比“答
什么”更重要。得高分的关键在于
路径要完整、结构要清晰，切忌想
到哪写到哪儿的“瞎溜达”式答题。

要做到答案结构的逻辑化、

条理化，作答前就要有宏观设计，
成竹在胸，注意各要点之间的主
次、先后、微观与宏观等逻辑关
系。答题时要设计好先答什么、
后答什么，明确答到什么程度、相
关要点如何组合等等。

简列提纲是保证答案的完

整、条理、规范、整洁的必要手段，
也是作答大综合题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一个环节。提纲一定要列，
但必须简明扼要，只写关键词或
关键字，自己能明白即可。再结
合提纲和卷面答题空间，有目的、
有计划地全面规范作答。

四、全面规范答题 语言精准重逻辑

五、结合典型例题 掌握答题的方法

【参考答案】可从党的领导、
制度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国家
治理、文化自信等角度回答。

【分析】 试题以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多次强调的“战略”为背景，
考查“战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中的重大作用，引导学
生理解“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
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感悟中国
共产党人独有的战略价值观。

试题要求“以材料中的一个

重要战略为例，综合运用所学，
分析上述战略性有利条件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
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是典型
的路径推导题，答好此题的关键
是审对题，找到每条路径的“起
点—桥梁—终点”。逻辑起点为

“上述战略性有利条件”，桥梁为
“一个重要战略”，终点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
于每条路径，同学们都要说清

楚，明确某战略性有利条件在所
选的这个重要战略中是如何发
挥作用的，进而阐释如何推动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的
试题突出考查学科主干内容，如
党的领导、我国的制度优势、民
族精神等，注重考查知识的综合
运用，强调发展学生关键能力，
提升思维品质，增强政治认同、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例题】（2023年北京卷第20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