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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与法治中考有哪些特点？

　　道德与法治中考内容主要涉及心理健康、道德品质、
法治精神、国情国策、公民意识五大方面，以时政新闻为
载体，通过生活情境辨识和生活问题解析两种题型对学生
进行考查。
　　近年来，道德与法治中考试题兼具综合性、应用性与
创新性，难度在原有基础上略有提升，并呈现出几个特
点：在结构形式上稳中有变，设计灵活；在知识内容考查
上，注重基础，突出主干；热点时政题一般会结合时政热
点，突出价值引领；在核心素养考查上，注重育人为本，
关注素养。
　　中考试题的命题立意上，从课程性质、时代要求、学
生发展三个主要维度体现考查核心素养立意，即关注学生
全面发展，特别是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法治素
养和人格修养的发展，体现考试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
　　情境创设上，情境素材选取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符
合生活常识。既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又符合学生的认知发
展水平。情境类型多样，多角度、多层次反映道德与法治
学习主题的要求。情境呈现方式多样，充分利用文字、数
据、图片等表达形式。
　　任务设计上，任务多样，如描述特征、论证、辨析、
评价、制定方案等，完成具体任务所需的知识、能力和方
法不能超出要求。任务设计具有合适的思维水平层级，以
考查学生视野的广度以及多角度、多层次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评分标准上具有一定开放度和探究性，鼓励运用不同
素材，提出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根据试题难度和思维含
量，通过等级描述等方法，评价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道
德品质和价值取向。

   “三轮复习法”每轮要点如何把握？

　　目前，我们一般采用比较传统的“三轮复习法”。第
一轮复习主要是构建知识体系，夯实基础，时间一般控制
在4月中旬结束。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梳理课本知识，
帮助学生在宏观上构建自己的知识网络，既突出重点，也
查漏补缺，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理解基础知识；通
过精选习题，帮助学生前挂后连，打开思维，提高运用知
识多角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分层设计作业，针对不
同层次与不同要求的学生，体现基础类、拓展类的不同作
业要求，帮助学生更好提升。
　　第二轮复习主要是专题复习，拓展提升，时间一般控
制在5月底结束。这个阶段教师会结合热点，形成不同的
专题。因为初中道德与法治具有时政性的特点，教师会基
于最新的时政材料结合课程内容进行分析、拓展、延伸。
时政是道德与法治学科的灵魂，但是时政材料的分析同样
需要整合，否则对于时政的分析就会出现假、大、空的现
象，学生不能分析事件背后的本质，无法培养学科思维、
学科能力。这个阶段还需要进行经典题目训练，拓展思
维，提升能力。需要筛选与教材内容相关联的时政热点，
多角度进行命题设置，尽可能地体现课改方向；结合拉练
试题重点知识巩固提升，并对部分学生进行个性指导。
　　第三轮复习一般是在6月上旬，回归教材，查漏补
缺。主要以近三年的中考试题作随堂讲练，深入实际做好
查漏补缺，进一步对考试重点、难点、热点、考点进行整
合强化，同时培养学生的良好应考心态。

  针对不同题型答题分别有哪些注意事项？

　　选择题作答时要高效审题，力争做到“二看、三审、
五法”。“二看”是看设问+看材料，把握好题眼。长材
料要短读，分层标识并圈划关键词，找出关键句概括大
意。“三审”是审题干，找准题干关键词；审选项，找准
所有选项的关键词，标注正误；审关系，包括分析题干与
选项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分析题干与选项二者之
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选项与题干要求是否相符等。“五
法”则包括排错法，排除本身表述有误的选项；排异法，
排除虽表达正确，但与题干无关或相悖的选项；排倒法，
排除因果关系颠倒的选项；排乱法，找出选项的共性，排
除与题干共性不符的选项；对照法，将正确选项与材料的
规定性、设问的规定性相对照，判断是否符合材料和设问
要求，以此检验选项是否正确，并选出最符合题意的选项。
　　对于非选择题，要充分利用拿到试卷到动笔前的那5
分钟重点看看，了解考点、设问题型及难易等，做到心中
有数，答题时先易后难。
　　对于容易题，不要粗心大意，认真审好答题要求，重
新回忆记忆中的核心知识，构思答案。对于较难题，必须
冷静看待，找到解题突破口，感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一般先研读材料，划分层次，把
握材料结构；接着抓关键词，从中领悟材料中心意思；最
后解读材料信息，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时代主题，运用学
科术语阐释生成答案，材料或题目中的关键词、关键句要
作为“材料语言”写入答案要点中。

对学生接下来的备考有何好建议？

  抓考点——— 对标真题。中考真题在命题角度、题量、
题型、难度等方面都经过精心设计，能充分体现教材内
容，所以练习真题可以了解出题人的命题模式和思路。同
时，要分析真题，重点复习频繁出现的知识点。中考的重
难点会按照一定比例分布，通过研究分析来区分中考的必
考点和重难点，有针对性地复习、提高成绩。
　　探方法——— 能力提升。研究注重分析每个题型的命题
特点，结合不同特点给出不同解题方法，分类突破，强化
训练，帮助学生掌握答题方法。
　　明思路——— 热点研判。中考考查的热点内容建立在中
学生的生活实际和认知水平之上，热点在中考中的分值不
断增加，考查题型也日益多样。为此，学生在备考中，要
注重时政热点、社会焦点与教材内容的结合与渗透，善于
运用所学知识对热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分
析解读，从而提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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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春华，潍坊新华中学道德与法治教师，
现从事初三道法教学，担任初三班主任，潍坊
市初中道法领军人才，潍坊市名师工作室主持
人，潍坊市学科育人能手，奎文区学科带头
人，奎文区立德树人标兵。先后荣获潍坊市优
质课一等奖、潍坊市教学成果三等奖、潍坊市
育人自主创新成果一等奖、潍坊市思政金课等
荣誉。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春晖

　 初三学子们，中考之路虽然艰难，但对
人生来说，这是一次蜕变，一次升华，一次
自我超越。在老师心里，你们是一颗颗璀璨
的星星，拥有着独特的个性和无尽的潜力，
能够在不断的挑战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
义。老师坚信，你们定能在最后的摸爬滚打
中披荆斩棘、金榜题名，收获一份热辣滚烫
的高中入场券！

老师有话说

　　在中考冲刺阶
段，道德与法治有
哪些备考策略？如
何把时间花在“刀
刃”上？我们来听
听潍坊新华中学谭
春华老师的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