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答题技巧

一、题型分析
1、选择题：1-40 题，每题 2 分，共 80 分，其中 1-35 题为基础理论知识，36-40 为时政；在

“基础理论知识”部分，一般是 1-11 题为课本第一部分内容内容，相对来说较为抽象，12-35
题为课本第二部分内容，相对来说与现实结合较为密切，在答题时可多联系实际生活；

在“时政”部分，一般前三个为国内时政，后两个为国际时政内容，多考察某次会议的某项决

议、或会议的举办时间和地点、或某些历史事件的周年（如今年是建国 71 周年、明年为中

国共产党成立 40 周年）、文体类题目选考。

2、非选择题：41-46，共 70 分，41-45 题，均为 10 分，其中，辨析题为 41 和 42 题；简答

题为 43、44、45 题；论述题为 46 题，20 分。

二、答题策略建议
（一）选择题：（关键在于审题，方法要灵活运用）

1、审题干：关键词+结合选项

如：2018 年第 12 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贫穷落后的一切灾祸的总根源是：

A、帝国主义的压迫 B、封建主义的压迫

C、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 D、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

这道题的“关键词”是：“总根源”，选项 ABCD 都与中国贫穷落后相关联，但总根源还是应该

选 A。
注：此方法特别适应于当你不知道题干的考察意图时，可以结合选项来反推题干考察意图。

2、排除法：首先排除错误选项，同时也可排除与其它选项内容不相同的选项。

如：2016 年第 24 题，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一体系的特点是：

A、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 B、互联互通、多元平衡、安全高效

C、互利共赢、各方协商、安全高效 D、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合作

这道题中，选项 B 与 A、C、D 选项内容明显不同，可首先排除，又因为选项 C 中第二项内

容与 A 和 D选项内容不同，因此答案在 A 和 D 中，正确答案为 A
注：排除法特别适应于知识盲点题，在考试中如遇到不熟悉或第一次见的题目，利用排除法

可提高蒙对正确答案的概率。

3、联想法：利用题干仅有的信息，从另一个侧面得出答案：

如：2018 年第 17 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

A、“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B、邓小平理论

C、毛泽东思想 D、科学发展观

在这道题中，题干的关键词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年代应该最为靠前，

而时间最靠前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因此选 C；
再如，2018 年第 22 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

A、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B、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C、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D、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道题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国家性质，而这道题的关键词是“建设”问题，前

三个选项都是不同层面的社会主义要求，但只有选项 D 才是与建设问题相关的解答。

4、最后的“锦囊妙计”
如果以上办法都不能让你得出正确选项的话，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同时，如果要蒙的话，

也要用排除法多排除几个错误选项后，提高蒙中的概率，两个选项 50%接近正确答案的概率

和四个选项 25%接近正确答案的概率还是有明显差别的。

如果还是不会，可以先做后面会做的，找到做题的感觉和自信，再来重新选择答案，因为有

可能后面的题会突然给你灵感，我们考试时间是 150 分钟，完全来得及。

（二）非选择题（踩点得分）

1、辨析题：

分为“正确”与“错误”两种答案，首先作出判断再进一步解答。

正确的辨析题，在题干正确的基础上，延伸作答。如 2017 年第 42 题，

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答案】正确。

（1）我国的民族政策是....它是党和政府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的，

正确的处理民族问题的行为准则，是我国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源、或者说如何产生

的、以及“它是我国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地位）

（2）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的前提和基础....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促进各民族真正平

等的保障（意义）

错误的辨析题，首先回答错误，然后再论述哪里错误，即正确的表达应该是什么，再接着在

正确的基础上扩充（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等延伸内容。如 2017 年第 41 题，

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答案】错误。

（1）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处理好和客观规律的关系...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要...(是
什么)...物质世界存在着内在规律，如果违背，就会...（为什么）

（2）强调客观规律并不是要否定主观能动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

客观规律相结合（怎么做）

2、简答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简答题踩点得分，每道题 10 分，一般每个点 2 分，或每个点 5 分。一定要每个点标记序号，

这样方便阅卷老师踩点，给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把试卷作答部分尽量写满。

3、论述题：共 20 分，相较于简单题，更加宏观，也可多联系实际案例。

意义类题型，从内部和外部、主观与客观、自身和他者、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作答。解题思路

同样是说明题干所提问题“what”（是什么，即回答含义）、“why”（为什么，即回答为什么会

提出这样的观点，以及它有哪些作用）、“how”（如何做，即回答具体措施）。如 2016 年第

46 题，

...试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涵义，并说明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答案】（1）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全社会

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是什么“问题中包含”为什么“问题的解答）；（2）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即”如何做“的问题）



三、2014-2019 年真题非选择题考察的考点：（更直观的统计结果见 Excel 表格）
【2014 年】第 41 题：第一部分，五、（一）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意义，课本第 91 页。

第 42 题：第二部分，三、（二），课本第 190 页。

第 43 题：第一部分，四、（一），课本第 69 页。

第 44 题：第二部分，二、（一），课本第 163 页。

第 45 题：第二部分，五，（一），课本第 232 页。

第 46 题：第二部分，十一，（三），课本第 373 页。

【2015 年】第 41 题：第一部分，三、（一），课本第 44 页。

第 42 题：第二部分，十七、（二），课本第 373 页。

第 43 题：第一部分，五、（三），课本第 102 页。

第 44 题：第二部分，一、（二），课本第 140 页。

第 45 题：第二部分，五，（四），课本第 243 页。

第 46 题：第二部分，十二，（一），课本第 271 页。

【2016 年】第 41 题：第二部分，二、（一），课本第 164 页。

第 42 题：第二部分，三、（一），课本第 188 页。

第 43 题：第二部分，四、（一），课本第 213 页。

第 44 题：第二部分，七、（二），课本第 305 页。

第 45 题：第二部分，八，（二），课本第 328 页。

第 46 题：第一部分，三，（二），课本第 50 页。

【2017 年】第 41 题：第一部分，二、（二），课本第 26 页。

第 42 题：第二部分，六、（一），课本第 274 页。

第 43 题：第一部分，五、（二），课本第 97 页。

第 44 题：第二部分，二、（一），课本第 163 页。

第 45 题：第二部分，八，（一），课本第 322 页。

第 46 题：第二部分，五，（四），课本第 256 页。

【2018 年】第 41 题：第二部分，二、（二），课本第 175 页。

第 42 题：第二部分，三、（一），课本第 187 页。

第 43 题：第二部分，一、（二），课本第 145 页。

第 44 题：第二部分，一、（二），课本第 151 页。

第 45 题：第二部分，四，（一），课本第 213 页。

第 46 题：第一部分，二，（二），课本第 26 页。

【2019 年】第 41 题：第一部分，六、（二），课本第 116 页。

第 42 题：第二部分，三、（二），课本第 190 页。

第 43 题：第一部分，四、（一），课本第 69 页。

第 44 题：第二部分，二、（二），课本第 175 页。

第 45 题：第二部分，七、（二），课本第 305 页。

第 46 题：第二部分，六、（二），课本第 275 页。



综上考点，非选择题部分主要复习内容为：

【第一部分】第二章，物质和意识，特别是（二）意识的起源和本质；

第三章，事物的联系、发展及其规律，特别是第（一）和（二）问题；

第四章，实践和认识，特别是（一）认识的本质问题

第五章，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基本结构整章内容；

【第二部分】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特别是第（二）问题；

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整章内容；

第三章，社会主义本质和初级阶段理论，第（一）和（二）问题；

第四章，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第（一）问题；

第五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第（一）和第（四）问题；

第六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特别是第（一）问题；

第七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第（二）问题；

第八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整章；

第十一章，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特别是（二）和（三）问题。

四、复习策略建议
结合上堂课的复习提纲，有的放失的复习，先将已经掌握的知识排除，再复习还未掌握

的知识点。在复习过程中，坚持点、线、面的结合，多联想、多理解的去背诵记忆，会事半

功倍。同时，在临近考试前半个月时间，可以做一下试题册后面的模拟题，培养做题感觉，

顺便查缺补漏。此外，复习时，也可结合“常考、易考点手册”进行记忆。画出的重点是需要

首先掌握的，并不是其余内容不考，希望同学们还是要认真努力复习，力争每个知识点都能

灵活掌握。最后预祝各位都能取得理想成绩！各位同学如有疑问，欢迎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