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握基础 方得始终

扎实的知识、准确的观点是考生应对学考

所必须的。现在的考试更注重考查对知识点、

观点的理解及运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记忆基础

知识不重要，基础知识是提升能力，涵养核心素

养的必要前提。例如2022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道德与法治试卷（以下简称“2022年北京

学考”）第17题：

生活中，人们对尊重的认识和感受是多样的。

运用所学，谈谈你对尊重的理解。

【分析】试题采用教材“探究与分享”栏目

的呈现形式，为考生创设了“如何理解尊重”的

复杂情境。题干明确提示，本题考查“对尊重

的理解”。图片中的人物对话，再一次明确了

本题具体考查“尊重是什么”“为什么要尊重他

人”，考生在组织答案时要学会提取学科知识、

观点的储备。

同时，一份试卷要涵盖考生三年的学习内

容，所以试题的综合性是不可避免的。例如

2022年北京学考选择题第4题：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

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在《诫子

书》中对儿子的这些教诲告诉我们（ ）

①宽以待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②修身养性，明确自己的人生志向

③聆听教诲，做到唯父母之命是从

④发奋学习，提升个人能力和智慧

A. ①③ B. ①④
C. ②③ D. ②④
【分析】本题以教材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等名言警句为考查素材，选项涉

及了七年级上册少年有梦、学习的意义、亲子之

间“爱的碰撞”；八年级上册尊重他人，这是一道

典型的综合性试题，比起考某一个知识点难度

较大。考生在做题时不仅要判断选项本身是否

正确，还要理解选项与题干所给出的名言警句

是否寓意一致，才能选出正确答案。如果看到

选项就能知道其内容是出自哪册书哪个主题哪

个知识点，那么对待此题定会游刃有余。但前

提是要对知识、观点有扎实的基础掌握。

其实各学科的学习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

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道德与法治学科也是

如此，只不过与数学、物理等学科通过大量习

题完成对基础知识的巩固不同。道德与法治

学科老师在作业、阶段复习中组织考生做的单

元、主题的知识系统图，是考生掌握、理解学科

知识的好方法。如下图，《友谊的天空》知识系

统图，此为网状知识结构，呈现的不仅是知识

本身，更重要的是突出单元、主题的核心知识、

核心观点，体现知识间的联系，有助于考生对

知识点的认识、理解、深化，并在解题过程中掌

握迁移运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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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基础知识，是形成能力和正确价值观

念，培养核心素养的前提，“道德与法治学科单纯

靠记忆、背诵就能拿分”的错误观念需要摒弃。

选择题与非选择题

在考试过程中，考生会把大部

分时间精力放在非选择题上，但很

多时候分数差异往往体现在选择

题上。选择题更能体现知识、能力

的综合性考查；而非选择题在考查

内容上相对比较明确，回顾历年试

题中的非选择题，一般聚焦道德、

法治、文化、国情等几大方面。非

选择题只需把握好审题、结合题目

要求，组织好知识点、观点，难度不

是很大。非选择题每道小题分值

大约在 2 分至 6 分之间，只要不是

审错题，基本都能得些分，而选择

题错一道题就会失 2 分，错两道题

就相当于错一道非选择题。所以，

考生在复习时要重视选择题，提高

准确率。

在非选择题部分，很多题目在

设置问题的时候都提到“结合材料，

运用所学，回答问题”。在考场上，

很多考生忽视了这句话，只是用知

识点干巴巴地答题，自以为答得很

好，却得不了满分。例如，《义务教

育 道 德 与 法 治 课 程 标 准（2022 年

版）》样题示例：

八年级的同学准备在社区开展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宣传

活动，下面是同学们为宣传活动准

备的材料。

材料一

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成

自然；垃圾分类护环境，源头分投很

重要；四色箱桶并排放，分门别类是

关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家园我

受益。

材料二

第三十四条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

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

任主体，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分类投

放生活垃圾：

(一)按照厨余垃圾、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分别投

入相应标识的收集容器……

第六十八条 单位违反本条例第

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由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情节

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下罚款。

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

定，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进

行劝阻；对拒不听从劝阻的，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向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部门报告，由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部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

反规定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

下罚款。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节选）

请你结合材料，拟订一个宣讲

提纲。

本题以真实的情境为背景，问

题设置为开放的任务，是典型的要

求“结合材料回答问题”的题目。写

宣讲提纲不仅要结合所给材料，还

要认真研究材料，才能从国家、社

会、个人层面，或道德、法律等角度

综合看问题，让答案“有血有肉”，具

有感染力、说服力。

如：①实行垃圾分类，有利于

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

国策，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提高资

源利用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②垃圾分类离不开

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单位和个人都

要增强社会责任感，自觉履行法定

义务。违反法定义务，必须依法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③作为中学

生，我们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生活

理念，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践行

环保行动。我们要认真学习垃圾

分类的有关知识，掌握垃圾分类的

方法，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同

时，我们也要向身边的人宣传垃圾

分类的好处，共同营造垃圾分类人

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社

会氛围，齐心协力守护好我们的美

丽家园。

这份宣讲提纲从国家、社会、个

人三个层面阐述垃圾分类的意义，

内容上也呼应了材料一中提到的

“养成习惯成自然”“美丽家园我受

益”，及材料二中的相关条例规定，

体现了道德修养、法治意识、责任意

识、健全人格等道德与法治学科核

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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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

注重基础知识 做好攻坚准备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教师 马 燕

3月，考生即将投入到紧张的总复习阶段。道德与法治学科该如何复习？下面针对学考总复习给考生们提些建议供参考。

打破惯性 巩固新知

道德与法治学科三年的学习内容繁多复

杂，但就学科而言，不主张搞题海战术。学考复

习至少要两轮，还可能有三轮复习。复习的广

度不难达成，难的是复习精度。对于考生而言，

此“精度”指的是复习过的内容能不能很好地掌

握，也就是我们的复习有没有实效。很多考生

都有这样的感慨：“这道题上次错了，老师一讲

我就明白了。但这次一做又错了！”

考生可能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做过的题依

然还会出错，有可能是惯性思维在作怪。无论

是正确的知识还是错误的观点，一旦在大脑中

形成一定的认知，那这种认知就具有一定的惯

性，所以要想改变错误认知，就需要不断巩固，

形成新的正确认知，让这种“新的正确认知”形

成惯性，这样在做题的时候才会避免错误。可

见，每次作业讲评和考试讲评之后，老师要求及

时改错，并配合相应的练习巩固，建立错题集是

多么重要。

与老师复习计划保持一致

在复习的过程中，考生要与老

师的复习计划保持一致。老师会立

足新课标颁布后素养导向下教学与

评价标准，吸取以往的复习经验，结

合学情特点，反复斟酌制订复习计

划，对6册书内容与3个月的复习时

间有全局性的把握，老师的复习进

度更符合复习的逻辑性和规律性，

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如果考生在复

习过程中，非常明确自己的薄弱点

或问题点，也可以制订属于自己的

复习计划，但建议在复习的大方向

上，要与老师保持一致。

本月将进入学考复习的攻坚阶

段，希望以上建议能为考生顺利应

考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