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政治答题技巧——探秘

一、审题技巧

审题是关键。细节决定成败，无论是客观题还是主观题，审题是关键，否则偏题、跑题

错题、漏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必须细心审慎、逐字逐句的审读，善于抓住“题眼”、

“切入点”、“突破口”，即关键的字、词、句，读懂题意，推敲题意，揣摩题意，掌握已知

条件，看准未知条件，抓住立意（中心思想），明确题的指向、类型、范围、要求等规定性。

尤其是看来容易的、似曾相识的题目，更要细之又细，反复推敲，严防错漏。

二、选择题答题技巧

1、基本要求：“三审”即审题干、审题肢、审题肢与题干的关系。

（1）审题干即审查题干，确定题干的规定性；

（2）审题肢即审查题肢，明确选项本身正误；

（3）审题肢与题干的关系即审查题肢是否与题干存在必然联系。

2、主要方法

（1）基本方法：“两排除一择优”，即排错法、排异法、择优法。

①排错法即排谬法（逆向选择为排正法）；

②排异法即排除观点正确，但与题干无关的题肢；

③择优法即选出最佳选项。

（2）演变方法：“八排除”即排倒法、排重法、排间法、排乱法、排外法、排混法、排正法、

排非理性法。

①排倒法即排除因果倒置的题肢；

②排重法即排除同义反复的题肢；

③排间法即排除间接联系的题肢；

④排乱法即排除逻辑混乱的题肢；

⑤排外法即排除外延不一的题肢；

⑥排混法即排除正误混杂的题肢；

⑦排正法即排除正确的题肢（逆向选择）；

⑧排非理性法即相信第一选择（感觉）。

3、基本步骤：“一抓二排三择优四回顾”

（1）“一抓”：即抓住题干立意（中心思想），明确题干的规定性，以干求肢。

（2）“二排”：即综合运用排除法缩小范围，排除错误的、无关的、不符的题肢，确定应选

项。

（3）“三择优”:即运用比较法，在符合题意的正确题肢中，选出最佳项。

（4）“四回顾”：即检查验证，有疑问的小题再作思考、推敲，可用“代入法”，作出最后的

理性选择。

4、“十不选 ”

（1）表述错误者不选（逆向选择除外）； （2）题肢不符者不选；

（3）因果相悖者不选 ； （4）间接联系者不选；

（5）外延不符者不选 ； （6）自相矛盾者不选；

（7）同义反复者不选 ； （8）正误混杂者不选；

（9）逆向正确者不选 ； （10）要求单一者不选。

5、选择题基本类型：从干肢关系分为“九大类”

（1）比较异同型 （2）因果关系型 （3）评价分析型 （4）理解说明型 （5）事例材料



型 （6）引文（古文、成语、俗语、名言、诗词）材料型 （7）图表材料型 （8）漫画

材料型 （9）一材多用型

三、主观题答题技巧

（一）答题基本步骤与方法

1、“两审一结合”：即先审设问，再审材料，带着问题审材料；知识与材料相结合。

（1）审设问：“五审”即审题型、审主体、审客体（对象）、审知识范围、审分值。

（2）审材料：逐字逐句审读材料全文，包括容易忽视标题、标点符号、注释等。

①归纳中心思想：发现和捕捉、提取材料中的有效信息，勾画圈点；排除干扰信息，抓

住关键字、词、句，寻找“题眼”、“切入点”、“突破口”，提炼、归纳、概括中心思想。

②划分段落层次，提炼、归纳、概括段落大意。

③寻找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整体上把握材料。

（3）知识与材料相结合：“四扣”即扣设问、扣材料、扣知识、扣时政热点。

①根据设问的规定性和有效材料信息，运用发散思维，联系教材知识和时政热点知识，

多角度思考，揣摩、推敲、领悟命题意图（即考什么），引出相应的理论知识。即答案就在

材料中。

②进一步缩小知识范围，准确筛选、调用和迁移相关理论知识，突出创新意识，体现人

文精神，反映时代和社会主题（言之有物）；整合、理清答题思路，列出答案要点，包括中

心论点、分论点、论据（言之有序）。

2、组织答案

（1）一般模式：理论知识（观点、原理）+材料分析

（2）方法选择：限定性设问(知识范围具体、明确)，即封闭型主观题，主要采用“演绎法”

（一般到特殊）；开放性设问(知识范围宽泛、笼统)，即开放型主观题，主要采用“归纳法”

（特殊到一般）。

（3）注意“八化”，追求“二美”。

“八化”：①答案要点化②要点段落化③段落序号化④术语专业化（教材术语、时政术

语）⑤知识精准化⑥叙述逻辑化⑦内容完整化⑧书写规范化

“二美”：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统一

总之，高考主要考查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

问题等四大能力，因此答主观题必须充分运用发挥抽象思维、辩证思维、逻辑思维、发散思

维、创造性思维等五大思维能力。基本方法归纳为：“读、抓、悟、联、扣、列、答”七步

曲。

（二）基本题型答题思路与方法

1、体现反映类

（1）类型：分为“体现反映什么”和“如何体现反映”两大类。

①“体现反映什么”属归纳型主观题，就是从材料中的特殊事例归纳出一般性的知识，

即从特殊到一般（材料+观点）。常用标志性设问词语是：“蕴涵了”、“体现了”、“反映了”、

“说明了”等等。

②“如何体现反映了”属演绎型主观题，就是根据已知知识分析其在材料中是如何具体

体现反映的，即从一般到特殊（观点+材料）。 常用标志性设问词语是：“如何体现”、“如何

反映”等。

（2）答题原则：“答案必在材料中”。公式：1+1=1，即从材料中提炼一条有效信息，找出一

条对应观点，组成一条答案。（一一对应关系，材料与观点必须对接）



（3）答题思路：定点法，即定点――联系――梳理――作答。一定点：确定考查的知识点

是什么？二联系：联系所给材料与所学知识。三梳理：将材料所给的信息与考查的知识点一

一对照，二者相符的就是答案要点。四作答：做到观点和材料相结合。

（4）答题模式：①归纳法：材料+体现了（反映了、说明了等）+观点；②演绎法：观点+

材料+体现了（体现了、反映了）这一点。

2、原因意义类

（1）常用标志性设问词语：为什么、原因、依据、理论依据、理由、必然性、必要性、重

要性（意义）、正确性、合理性、可能性等。

（2）答题模式：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即观点+意义。理论依据指设问指向的教材理论依据；

现实依据指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设问指向的现状、必然性（紧迫性）、必要性、重要性（意义）、

可能性、危害性等。意义，在狭义上一般指必要性和重要性，广义上也指作用、影响，一般

由近及远（从直接到间接）、由小到大（从部分到整体）、由内到外（从国内到国际）、由微

观到宏观、由理论到实践、由经济到政治到文化。

3、措施办法类

（1）常用标志性设问词语是：“怎么办”、“怎样做”、“ 如何做”、“对策”、“建议”、“启示”

等，旨在考查学生对当前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理解把握程度。

（2）答题原则

①主体定位法，关键是审主体。明确主体是谁，有几个主体答案就有几个角度，各司其

职，并对措施办法进行综合。经济生活、经济学常识的主体：国家（政府）、企业（生产经

营者）、个人（消费者、劳动者、投资者、纳税人等）；政治生活主体：国家（人大、政府）、

政党（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政协、人大代表、人民（公民）、国际组织（联合国）等；

文化生活主体：国家（政府）、企业（生产经营者）、个人（公民）、人民群众等；生活与哲

学的主体：国家、企业、个人、人民群众等。

②对症下药+各司其职。对症下药就是材料呈现负面现象，其正面就是正确措施，如水

土流失、资源浪费，其正面就是加强环保，合理利用资源；若材料呈现的是正确做法，只需

对这种做法加以归纳、概括、总结即可。各司其职就是从不同的主体去找不同措施。

（3）答题思路：定点法，即定点―联系―梳理―作答。从三个方面找措施，即从教材中找、

从材料中找、从大政方针中找，并加以整合。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可以改写材料，重新整理

组合。

（4）答题模式：观点+措施。其中，启示类：观点+道理（措施），一般侧重于措施，道理从

“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不这样做的危害”思考组织；生活与哲学：原理不用

过多表述，只答名称或内容要点，侧重于方法论。答题常用词语：坚持、建立、健全、完善、

改善、加强、制定、贯彻、树立、保护、调整、改进、提高、转变、发挥等动词。

4、认识评价类

（1）常用标志性设问：如何认识、如何理解、如何看待、谈谈对某一现象看法、分析（评

析）某一现象、说明某一事物等。

（2）答题思路：发现问题——“是什么”（判断表态，其中辨析题最后表态）；分析问题—

—“为什么”（阐述道理，对与错都得论证）；解决问题——“怎么办”（明确做法）。“是什

么”即题目说（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内涵、性质、特征、目的、实质等）,或题目中概念、

观点的对错；“为什么”、“怎么办”见前 2、3 所述。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5、图表类

（1）题型概述

①一般采用具体到抽象的形式，运用表格、坐标、数据等具体材料说明诸如城乡差距、

地区差距、经济效益、居民生活水平、国企改革等问题。



②常见标志性设问：Ⅰ表一、标二分别（或共同）反映了什么（经济）现象（问题）；

Ⅱ表一、表二有何内在联系；Ⅲ谈谈对表格所反映的现象的认识，或如何解决材料中的问题；

Ⅳ谈谈。。。。。。的做法（措施）。

（2）答题思路

①审设问：特别注意审查设问之间的关系，是并列关系（围绕中心相对独立），还是递

进关系（层层深入）。设问基本结构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表一、表二之间有

何联系主要有因果关系、一分为二的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前后相继的关系，其中常见前

两种。

②审材料

材料构成：材料一般由表题（标题）、图表、注释三部分构成。常见图表形式：表格式、

坐标式、饼状式、柱状式、曲线式等。

审查方法：“三看三比一提炼”。

“三看”：看标题（题眼或中心）、看图表（项目、数据——答案主要来源）、看注释（解

释、提示、补充）。

“三比”：横比——比较不同信息要素之间的关系，即比联系、找差距（差异）；纵比—

—比较每个要素的历史变化，即比变化；综合比（包括表与表之间的比）——概括中心观点

或基本结论，即下结论。其中，贯穿着定量比与定性比相结合。

“一提炼”：从现象到本质，即从数字到术语、从感性到理性、从材料到观点、具体到

抽象、特殊到一般。

总之，必须“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不忽视细节 ，包括时间尤其是特殊年

号隐含着重大时政背景。采取定量比与定性比相结合，全面准确地获取图表信息，辩证地认

识图表信息，把握其内在联系，提炼、归纳、概括出图表的中心观点或基本结论。关键在于

从对比分析中发现问题，发现变化，发现差距（城乡、区域、行业等），找出异同。比较不

同项目的变化方向、趋势，往往可以表述为：上升、下降，增加(增长)、减少，加快、减慢，

扩大、缩小等。

③答题要领：两个统一，即现象与本质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知识与材料的统一）。

具体是：将图表语言（即数据、图形）转化为文字语言，实现从定量到定性的转换，不能罗

列数字；先总后分，先整体后部分，先共性后个性。其中，不管是问材料反映的现象，还是

反映的问题或信息，都要考虑产生现象的原因或影响即背后的本质性问题；答案不仅要写出

图表反映的表面现象，还应指出这一现象所包含的深层次信息和隐藏的信息及本质性问题。

总之，答题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因此，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运用，

以不变应万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