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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无定法 贵在得法
——中考社会法治冲刺阶段复习策略

考前最后两个月是社会法治学科

快速提升的黄金时期，如何突破成绩瓶

颈？如何从容地与中考过招？学无定

法，贵在得法。

基础有底
构建核心知识体系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考试题形

式虽不断变化，但其根基仍在于基础知

识的理解、识记和应用整合。

1.死磕基础知识。考生要注重平时

的“春风化雨”，改变考前临阵磨枪的投

机心理。应把握复习尺度，把有限的精

力花在核心知识和高频考点的反复梳

理、理解和背诵上。如地理部分，重点

掌握地理位置的描述、自然环境三要素

（地形、气候、河湖）的应用、自然环境如

何影响人文环境等，部分内容只需观其

大概，如意大利威尼斯，知其水上都市

的名称、位置和地中海气候即可。

2.区分相似知识点。如美国独立战

争与南北战争；民主共和与民主科学；

武昌起义与南昌起义；土地革命与土地

改革；宪法与普通法；根本政治制度与

基本政治制度；监督权与决定权；民主

决策与民主监督等。

3.提炼基本结论。如因地制宜发展

区域经济；坚持绿色理念，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推动社会发展的因素；历史发展的

主流和趋势；立足国情走适合的道路；依

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团结合作；闭关就

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

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等。

训练有方
反复吃透典型试题

考生在复习阶段，突出“有效”二字

能够事半功倍，经典试题则能触类旁通。

1.选择题侧重考查学科核心素养，

呈现出综合性强、覆盖面广等特点。考

生在解题技巧上应注重排除法的应用，

排除与课本知识不符的选项；与社会现

实不符的选项；与材料题意不符或无关

的选项；与材料因果倒置的选项。

2.非选择题解题时要理清试题内在

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考生要

学会应用“五子登科法”：“标号子”，根

据材料表述意思用符号进行分层；“画

圈子”，圈定知识范围；“采点子”，根据

每层意思迁移到教材知识；“挂钩子”，

准确、有序组织专业术语、材料用语；

“扎辫子”，分点答题，答案紧扣主题。

3.典型试题反复做，错题巩固要加

强。考生要精选中考或模拟卷中的典

型试题，分不同题型反复训练，如关系

题、比较题、分层赋分题、角度题、人物

言行评析题、综合概括题、启示题等；对

于错题，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决心，

定期予以整理，或做好标记，或专门摘

抄，定期复习，反复巩固。

开卷有法
合理运用考试规则

今年中考延续往年开卷形式，若开

卷不得法，则起反作用。

1.有效的开卷要建立在熟背基础

上。开卷考试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会麻

痹考生“背诵”的动力，从而降低答题的

速度和准确度。考生若没有一定的知识

积累，依靠手忙脚乱地翻书、抄写答案，

想得高分是痴人说梦。翻书的比例应尽

量控制在30%以内，重点用于解决时事、

地图、时间、大段表述及冷门知识等。

2.巧妙的开卷要充分利用课本目

录。目录不仅是纲，是清晰的版块框

架，而且还是开卷搜索的路径。考生对

社会法治内容框架结构要胸有成竹，平

时的练习要养成按目录查找的习惯；涉

及历史事件的时间，可直接查找“中外

历史大事记”，一目了然。

3.合理的开卷要精选携带的资料。

开卷考试允许携带除电子产品外的任

何资料，如教材、教辅资料、练习卷、笔

记本、地球仪等。但过多的资料会严重

扰乱考试心理，因此考生需要对资料进

行筛选分类：必带资料一样都不能少，

如《课标解读·复习提高手册》《中考热

点（时事）》等；备用资料，如历史与社会

课本、笔记本、练习卷等，使用概率极

小，更多的是起到心理暗示作用。

融媒记者 何悦 潘燕佳 整理

今年，中考社会法治学科总分由 80 分提高到 100 分，加之依标施考，今年的社会法治中考必然存在着变与不
变。本期“师长说”邀请永康市实验学校初中社会法治教师吕丽娜、永康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初中社会法治教师景
小杭做客，与考生分享中考社会法治冲刺阶段复习策略。

吕丽娜：洞悉规律，把握先机，勇夺高分

谁能洞悉规律，顺应变化，谁就能

把握先机，获得高分。考生要想取得高

分，就必须分析中考的方向：考什么、怎

么考，然后思考应该怎么复习。今天，

我们一起来谈谈如何在最后的复习阶

段聚焦复习方法，精准备战中考，实现

心中有本，胸中有法。

紧跟中考步伐，研究中考试题：
考什么？

仔细研究近 3 年中考试题，不难发

现有以下命题导向和特点：

1.依标施考，注重考查主干知识。

知识立意试题重在考查主干、核心知

识。能力立意试题重在考查考生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落实核心素养，设问层层递进。

近年来的金华中考试卷及相应模拟卷，

越来越多关注和体现核心素养立意。

所以，“体现综合特色，关注核心素养”

无疑是我们中考复习的发展趋势和关

注焦点。

3.创新主题情境，呈现多元形式。

情境选材范围广，涉及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考生应更多

侧重国际、国内重大时政热点，地方色

彩鲜明的地方热点和贴近考生群体的

生活热点。

探索命题规律，琢磨试题特点：
怎么考？

分析近 3 年金华市中考试题，我们

发现试题具有以下特点：

1.从题型上看，今年中考稳中有变。

不变的是：试题难度结构稳定；主观题风

格比较稳定；考试形式不变，还是开卷

的。变的是：试卷分值有所变化，由 80

分提高到100分；考试涉及课标增多，范

围有所扩大；非选择题随着分值增加，设

问与采分点会有相应变化。

2.从“热点素材”上看，今年中考热

度依旧。以时政热点、乡土素材为背景

材料的试题分值所占比重超过 50%。

考生除了要关注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4 月间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时政外，还

要重视以时政热点素材作为背景材料

编制的相应试题。最好是能够围绕当

前热点，结合我们的学习内容进行系统

性的专题复习与梳理。

聚焦复习方法，精准备战中考：
怎么复习？

在有限的时间里，拥有好的复习方

法，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构建思维导图法。该法着眼于核

心概念，旨在思维训练，按照思维方式

和知识结构，用图表的方式进行内容梳

理。考生在构建时要根据内容选取图

幅，充分利用图形和色彩，采用层次和

排序方式将重点知识和核心知识有序、

有形地呈现出来，以上海气候类型的思

维导图为例（见上图）。

2.核心知识梳理法。核心知识主要

是指学科主要概念、主要理论、主要观

点等。考生复习时应对核心知识进行

归类，以便提高复习效率。核心知识可

以按含义、原因、作用、做法、关系、特

点、容易混淆概念等进行分类整理。

3.掌握具体题型的解题技巧。

①选择题：它是中考必考的一种重

要题型，具有信息量大、知识覆盖面广、

考核角度宽、迷惑性强等特点。它不仅

考核考生对基础知识的识记再认能力，

比较、判断能力和浅显的理解、分析能

力，还考查其归纳、演绎、推理、综合处

理信息等较高层次的能力。考生解题

时要坚持“一个原则”，做到“四审”。先

审题干、后审题肢、肢干相连、以干求

肢，这是解答选择题时必须遵循的基本

原则。做到审题干、审设问、审题肢、审

题干与题肢的关系，从中选出最符合题

意的一项。

②非选择题：题型主要有文字型、

图表型、漫画型、表格型等。特别是近

几年出现的 SOLO 题，很多考生对于此

类题往往无所适从，我们平时要加强练

习，掌握答题技巧。答题时，我们要先

读懂材料，认真审题，从中提取关键词

或关键语句，提炼观点。其次是从材料

中最大化地提取有效信息。在明确观

点后，要从材料中找到论证的角度，做

到材料和所学知识相结合，全面、多角

度、紧紧围绕观点展开论证，做到史论

结合。最后要用学科术语规范答题，做

到表达科学、逻辑严密、文字流畅、段落

分明、层次清晰。

景小杭：顺中考命题趋势，揽社会法治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