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级记者 桑红青

政治学科要关注社会热点，模拟考试时要防止作答时跑题、偏题；地理学科要关注安徽

自然地理总体特征，要注重联系安徽实际。随着合肥市二模临近，考生备战高考进入关键

时期。日前，记者邀请了本报高考名师库名师传授了政治、地理两个学科“赢考秘笈”，希望

对考生后期复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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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在考试时要防止作答跑题
合肥一中 侯新旺

熟练掌握课本各标题的表述

就《经济生活》而言，“社会再生产过程”

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基于生活逻辑，第

一单元讲消费，第二单元讲生产，第三单元

讲分配，第四单元从一定意义上讲交换（市

场是交换的载体；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

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与流动）。考生必须

抓住每个单元的核心词，构建单元知识网

络。以“生产”为例，就必须梳理生产的基本

经济制度背景，生产的主要场所——企业，

生产的主体——劳动者，企业生产的资金来

源，对资金提供者而言，就是投资理财。由

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四个环节间的相互关联

性，考生可以在更大层面上整合考点知识。

如“消费”，除第三课系统介绍消费的基本知

识和怎样进行消费，第二单元消费与生产的

辩证关系；第三单元个人收入分配是消费的

前提与基础；第四单元消费者要自觉维护市

场秩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的新要

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化消费等都与之相

关。另外，抓行为主体整合考点也是一种可

行方法。《经济生活》主要涉及国家、企业、个

人（消费者、劳动者、投资者、企业经营者、纳

税人等）、世界经济组织等四种行为主体。

以某一行为主体为中心，辐射链接相关考

点，串起教材基础主干知识，在很多试题中

可以运用，如“经济意义”类型的试题，就可

以尝试主体多元化的方法寻找材料与教材

相关知识的对接，有理有据作答。

对于《政治生活》，考点整理最常用的方

法就是梳理不同行为主体。新教材更加关

注学生政治生活实践，贴近学生生活组织教

学内容，从近到远，从具体到抽象，涉及了

（主权）国家、公民、政府、人大及人大代表、

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协、国际组织（联

合国）等。考生围绕一个行为主体，由点及

线，由线到面，最终形成体系性知识。以政

府为例，通过打造职能政府、责任政府、法治

政府、“阳光政府”，对于人民而言，有利于建

设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对于政府自身而言，

有利于建立权威政府。

把握《文化生活》考点，要以问题为中

心，牢牢抓住各单元的核心问题。从文化的

作用→文化发展（通过传播、继承、创新实

现）→中华文化的特点及中华民族精神→文

化建设这一系列核心问题架构考点知识。

另外，考生可以对教材通篇贯穿的问题进行

归类梳理，如“作用（意义）”，包括文化对人

的作用；文化对社会的作用；尊重文化多样

性的意义；推动文化交流的意义；教育在文

化传承中的作用；文化创新的意义；弘扬和

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意义；教育、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

的作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意义等等。其他

方面，如考生还可对有关文化的“特点”问题

进行归纳等。

《生活与哲学》适合用模块建构的方式

梳理考点。考生可从唯物论（4、5 两课）、认

识论（第 6 课）、辩证法（7、8、9、10 四课）、历

史唯物主义（11、12 课）四大模块驾驭知识。

细分一下，唯物论包括物质观、运动观、意识

观；认识论包括实践观与真理观；辩证法包

括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与辩证否定观；历

史唯物主义包括社会历史观与价值观。考

生必须明确每一块所含的知识量，如物质

观，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世界是物质的，物

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意识是

由物质决定的。还有，考生要熟练掌握教材

各单元、各课甚至各框的标题表述，明晰考

试作答范围，减少检索教材知识的时间，防

止作答时跑题、偏题。如2011年安徽卷高考

38（3）从“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角度作答就

给我们以启示。

另外，针对政治科大题学科内综合的

特点以及时政性强的学科特色，考生也可

以某个现实主题问题引领，勾起对四本必

修教材的考点整合。如诚信问题、创新问

题等等。

1.强化基础，突出主干，做到《考试说明》

所列考点“点点清”，筑牢学科基础知识，并通

过合适的方法，立体综合性地把握考点，切忌

孤立性。“二模”考试前精选一两套仿真考题，

在规定时间规范作答，进行适应性训练。

2.培养答题技巧方法。如组合式选择题

运用排除法，排除题肢误或肢干不符的选

项。正确选项需同时满足两个要求，其一，

题肢本身表述科学；其二，题肢符合题意。

非选择题要带着对设问的审读看材料，提高

针对性。阅读材料时，要形成好的习惯，在

相关材料旁注答案要点，避免答题漏点。作

答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材料要利用充分，

材料的运用率与得分率成正比，这是主观题

得分的一条基本规律。做到卷面整洁、字迹

工整，“规范就是分数”，“细节成就未来”。

3.临考前要放松心情，平常心对待，注意非

智力因素对考试的影响。

赢考建议：答题时要卷面整洁、字迹工整

省城名师传授复习政治、地理“赢考秘笈”

知识“烂熟于心”考试“稳操胜券”

地理：掌握安徽自然地理总体特征
合肥一中 倪宏忠

让各部分知识点“成竹在胸”

一、自然地理部分

1.地球运动的地理意义，重点掌握正

午太阳高度和昼夜长短的变化规律及应

用分析。

2.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交

换，重点掌握大气循环、水循环和地壳内

部物质循环的规律、过程和意义，如气压

带风带分布规律、洋流分布规律；大气受

热过程、水循环过程和地壳物质循环过

程；气压带风带对气候影响、水循环的意

义、洋流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3.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重点

分析自然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各要素

在环境形成和演化中的作用，理解自然

环境的整体性原理和地域分异规律。

4.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重点掌

握地表形态和全球气候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二、人文地理部分

1.人口和城市，重点掌握人口增长模

式的特点和分布，人口迁移的原因；城市

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因，不同等级城市的

服务功能差异，城市化的过程、特点及其

对环境的影响。

2.生产活动与地域联系，重点掌握工

业（农业）区位因素，工业（农业）地域的

特点和形成条件，工业（农业）生产活动

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理解生产活动中地

域联系的重要性和主要方式，交通运输

方式和布局变化对聚落空间形态和商业

网点布局的影响。

3.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协调发展，重点

掌握人地关系思想和人类面临的主要环

境问题及其成因，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内

涵和协调人地关系的途径，懂得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是人类必然选择。

三、区域可持续发展部分

1.区域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重点分

析不同区域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差

异，不同发展阶段地理环境对人类生产

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说明产业转移和资

源跨区域调配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2.区域可持续发展，重点分析区域存

在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及其危害，以及治

理保护措施；说明区域能源、矿产资源的

合理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分

析流域开发的条件、基本内容以及综合

治理的对策；分析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过程、产生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分析区

域农业的生产条件、布局特点、问题及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与途径。

3.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重点掌握

RS的资源普查、环境和灾害监测作用，

GPS 的定位导航作用，GIS 的城市管理

应用。

四、自然灾害与防治部分

重点掌握主要自然灾害的类型、分

布和成因，分析我国地质灾害和气象灾

害的形成机制，懂得防灾和减灾。

五、义务教育阶段课程部分

1.地球与地图，重点掌握经纬网、地

图的三要素和等高线地形图。

2.世界地理，重点掌握海陆分布、陆

地地形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世界主要气

候类型及其对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世界主要河流和湖泊的特征；对经济发

展影响较大的自然资源及其生产、分布

和贸易情况。

3.中国地理，重点掌握我国行政区

划、疆域；我国的地形、地势的主要特征，

主要山脉和地形区；我国气候的主要特

征及其成因，主要气候类型及其分布区；

我国的主要河流、湖泊及其特征；秦岭—

淮河一线等重要地理分界线及其地理意

义；我国北方、南方、西北和青藏地区的

主要地理特征；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协调

发展的意义；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

等方面的主要问题及其基本对策。

4.乡土地理，重点掌握安徽省自然地

理总体特征和安徽省人口、资源、环境、

发展等方面的主要问题及其基本对策。

1.对照考试范围，梳理考点，抓住

主干，突出重点。

2.领悟高考的能力要求，解题要能

获取题目中的有效信息，调动相关的知

识、原理加以分析、解答具体的地理问

题，做到规范答题、高效答题。

3.采取不同的复习策略，自然地理

突出对地理原理和规律的总结，关注地

理过程、成因的分析；人文地理注重区

位分析，关注人地关系的协调；区域地

理结合实际区域的特征分析、区域存在

的问题及区域可持续发展。

4.将相关的知识进行归纳、整理、

贯通和应用，形成专题，在巩固知识、提

升能力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的

练习。

赢考建议：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的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