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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做题、巩固，英语需要时间背诵、记忆”，进入初三

，几乎每一科目都需要特殊照顾，而自从中考政治、历史科

目开卷考以来，很多同学就走进了学习政治这门课的误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为开卷考就不用看政治书

了。有的同学认为政治只要上课认真听就足够了，课后花很

少时间或者不花时间在政治学习中。 (二)利用参考书押题。

有的同学盲目地把资料当成救命草，每每考一次试下来，就

在研究这些题目出自哪本参考书。相反，课本上的知识不去

问津和理解。教学大纲一再强调，考试题目不能脱离教材，

不能出偏题、难题、怪题，要重视考察学生的理解能力、思

维能力、分析能力等，近年来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探究和实

践能力。有的同学只会想着用参考书的答案来解答题目，很

容易答错、答偏，或答案不全面。有时也许能抄出个好成绩

来。那也只是一时侥幸，中考题目很难出现雷同的题目。 (

三)存在畏难情绪。一些学生担心，现在政治开卷考灵活性很

强，答案很难把握。开卷考的题目比较灵活，分析题的答案

大都不是惟一的，有时甚至同一道答题，不同的辅导书有不

同的答案。 冯宇老师介绍，受这些想法影响，每年中考考场

上，都有考生出现以下问题，直接影响中考成绩： 第一、直

接从书中找题。有的同学出于侥幸心理，平时不认真学习，

课本基础知识不扎实，考试时把所有的资料都带入考场，考

试时凭自己的印象一题一题地找，或照搬照抄，最后写出的



答案与试题的要求相距甚远，结果抱怨时间不够用。 第二、

不仔细审题，盲目抄书。这主要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不先

审题而是忙于抄书，看书中哪些段落与试题内容接近，就抄

哪些段落。缺乏对题目的完整理解，也就难以形成一个完整

的思路，往往是东抄一段，西抄一段，不得要领，最后出现

偏离试题要求、答案不完整、思路不清晰、论证不充分等问

题。 随着开放性试题的出现，许多试题都要求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联系思想和行为的实际来回答问题。这些试题的答案

往往是多元的，具有发散性的特点，一般说来，在书中很难

找到现成的答案。 冯老师介绍，同学们在看待开卷考试形式

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开卷考试对能力提出的新要

求。开卷考试较大地提高了政治学科能力考查的层次，加强

了思维能力的考查力度，减少了识记再认的题量和分值，于

是在部分学生中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考试时翻一翻书和资

料就可以找到答案，掌握基础知识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提

高能力。其实在知识和能力的关系上，两者是统一的。学生

在备考、应考时，一定要全面理解、掌握基础知识，要做到

全面理解掌握基础知识。 同时，要将考点编织成“网”，即

知识网络。这个知识网络是政治学科概念、原理、观点、基

础知识等内在统一的知识之网，考生要达到总体的迎考目标

，必须依据考点积极主动地编织知识网络。通过对考点的纵

横联系、图表梳理等方式，将所学知识加以概括、归纳，使

之由点到线，由线到网，最后将所学知识网络化、系统化。

这样，学生所学知识不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一团乱麻，而

是一个相互间逻辑关系清晰、因果关系明白、来龙去脉清楚

的多层次的知识整体。 此外，初三学生在学习政治时还应该



重视探究性问题。政治中考命题具有时代性、贴近学生实际

的特点，这就要求考生们平时必须要关注时政，关注国内外

重大的典型事件。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阐述和认证实际事例

的情景。如果考生对时政不了解也就无从答题了。所以建议

考生们在复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时政，

努力运用所学的有关理论知识，分析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和

自己成长中的实际问题，以提高对时事政治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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