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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政治治

在复习中，如果只是机械性刷题，
而不加整理和归因，是无法产生良好
效果的。考生应加强对于错题的整理
和分析，以实现在“真理解”的基础上
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才是高三
复习所追求的做题效果。

整理错题应以高考真题和北京各
区模拟题为主。考生在充分复习和理
解知识点的基础上重做错题，一方面

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另一方
面进行分类整理，以深化对重点知识
的全面理解。

对于再次做错的题目，同学们要
分析错误原因，进行归类，选择相应的
补救方法，进行有针对性地改进或训
练。对错误原因要仔细辨析，比如到
底是知识点理解模糊，还是粗心大意、
审题不仔细导致的？若是知识掌握不

扎实，则需及时回顾相关知识点，反复
记忆；若是理解有误，则需再次充分阅
读课本或及时与老师进行沟通、寻求
帮助、说明困惑，以求深入理解、扎实
掌握；若因粗心大意、审题不仔细导致
错误，则需及时调整应试策略和心态，
合理分配时间，注意勾画圈点重要信
息，仔细核对，以考试的心态对待平常
习题。

系统整合知识 深化贯通运用
——法律专题复习建议

北京市第二中学 沙文茜

高三政治复习重在系统整合、深化理解、熟练运用。考生一方面要注重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确保对这些知识点有

清晰、准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注重知识内在逻辑的衔接、题型的整合，以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般来说，高三复习会面临大量的试题练习，
而复习的时间有限，这就需要对这些试题进行分
类。通过对试题的对比分析，一方面可以总结题目
的共通点，加强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整合；另一方面，
可以总结出相似题目答题策略的不同，进而提升自
身读题、破题、解题的能力。当高考时遇到同类型
的题目，能迅速理清思路，找到破题点，做到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对于法律专题的试题分类，可以尝试
以下三种方法。

方法一：按照民法、行政法、劳动者权益保护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不同法律部门对题目进行分
类。由此可以快速定位到相关章节，通过错题的出
现频率明确自己在章节掌握方面的薄弱点。同时，
通过分类练习，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法律制度和原理
的理解。

方法二：按照“如何”“谈谈对……的理解”等设
问方式对题型进行分类。法律专题的重点题型之
一，是在分析案情及法院判决的基础上，结合学科
知识，谈谈对案件的理解。该类题型建立在“以事
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之上，要求考
生运用法律知识正确分析案情，并正确认识法院判
决多方面的影响。例如，海淀区2023年高三一模测
试第18题“填写侵权责任的要件，结合要件对案件
事实进行分析，评析法律效果及意义”。该类题型
均以法律（一般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和事实（案
情）相结合，最终落脚于判决或法律效果的社会影
响。思路大致如下：

方法三：打通相关知识模块，系统把握综合性
试题。例如，2022年北京高考第20题“结合材料，综
合运用法治知识，分析民法典第 153 条第1款第1
句的规定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促进作用”。该
题目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考查法治相关知识，贯
通法律、经济、政治多模块知识，综合性很强，对于
考生的知识迁移和理解能力要求非常高。这类综
合性试题，要求考生在备考过程中要有意识地进行
模块间的知识整合，能够迁移到现实情境中，提升
知识的理解深度、看待问题的站位高度和分析问题
的多面维度。

高三复习是深化知识理解、提升综合运用能力
的关键时期，同时影响着考生在面对高考时的心
态。法律专题复习不仅要对知识进行全面再回顾，
更要对知识进行结构化整合，巩固并改进不同类型
试题的思维方法、答题方式，深化贯通运用，实现复
习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从近两年北京新高考的命题来看，
无论是2022年考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相关知识、过错推定责任与法条解
读的衔接、财产权的分类与取得，还是
2023年考查民事活动的界定、权力与责
任主体的对应、举证责任倒置相关知识
的精准把握等，都说明法律模块的考查
强调基础知识的扎实掌握。

因此，考生首先应回归课本、精读课
本，厘清相近或相关的知识点。例如，在

“积极维护人身权利”中，相近的具体人
格权包括名誉权与荣誉权、身体权与健
康权、姓名权与名称权等。这些权利如
何区分？具体侵权行为有何差别？以上
问题都要求考生扎实掌握。再如，在“订
约履约，诚信为本”一课中，合同“订立”
和“有效”的前提分别是什么？违约责任
承担的各种方式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和区
别？可见，每个章节的核心内容和关键
点都需要考生的精准记忆与理解。

其次，在高三复习中，知识的掌握不
宜停留在碎片化阶段，而应当进行系统
化整合。考生可以将学过的知识，按其
内在逻辑关系建构起结构化系统或思维
导图，提升综合性认识。例如，围绕“合
同”，同学们可以进行系统梳理（如图1所
示），提升对“合同”认识的综合性。

综合性结构图能够反映知识之间的
内在联系，体现法治思维的特点，有助于
考生提升对法律知识的认识，并增强对
相关问题的分析能力。例如，在解答“是
否要承担违约责任”这一类型试题的过
程中，考生可以按结构化知识的内容逻
辑进行解答，增强作答的逻辑性，提升思
维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考生还可以将不同知识进行
结构化综合，通过对比分析深化对知识的
理解。例如，将“侵权责任与权利界限”和

“诉讼实现公平正义”这两部分内容整合

起来进行梳理（如图2所示），有助于厘清
侵权责任及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值得
注意的是，2022年北京高考第13题“个人
信息处理者侵权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及
2023年北京高考第10题“环境污染问题适
用无过错责任及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
等核心知识点，都是基于这些内容的关联
性展开，可依据图2厘清重难点问题。

最后，考生可以结合典型案例或时
事热点对知识进行系统整合，以加深对

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思政学科与时事热
点密切相关，2022年北京高考涉及到“个
人信息保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2023年北京高考涉及“北京户政领域‘告
知承诺制’”，这些都是当年的热点问
题。因此，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应当关注
时政热点，有意识地做衔接性训练，将理
论知识与现实具体事件联系起来，围绕
热点问题，整合相关法律知识，建构起以
问题为导向的知识系统。

夯实基础 强化综合 题型分类 深化运用

图1“合同”相关知识的结构化梳理

图2“侵权责任与权利界限”和“诉讼实现公平正义”的结构化综合

错题整理 有的放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