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新高考政治试题分
析及2025届备考策略建议



第一部分 

分析试题特点



一、甘肃卷的试题结构及特点

   全卷共16选、4非选7小问，必修共占64分，选修36分（每个模块

2选1非选），试题结构与适应性考试保持一致。试题阅读量适中，

全卷约4300字左右，特别是选择题，题干的阅读量不大，有利于学

生较快的提取有效信息.



二、甘肃卷的试题内容分布

教材模
块

选择题（16题共48分） 非选择题（4题7问共52分） 合计

题量 分值 考查点 题
量
分值 考查点 

必修一 1 3分 考查新中国成立的意义（1） 必修
共64
分

必修二 2 6分 宏观调控推动文旅产业发展（4）
      宏观调控如何解决民生问题
（5）

1 10分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17）

必修三 4 12分 党的知识（2）、（3）   政体（
6）  ，民族（7）

1 10分 全面依法治国的知识分析材料如何体现司
法为民（18）（1）

必修四 3 9分 哲学基本派别的区分（8）   联系
观（9） 中华文化（10）

2 14分 寻觅社会的真谛的相关知识（19第一问）
文化的功能（19 第二问）

选必一 2 6分 议会制和总统制的区别（11）中
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贡献（12）

1 8分 中国的外交（20 第一问）  选择
性必
修共
36分选必二 2 6分 权利行使的界限（13）法定继承

人的继承顺序（14）
1 6分 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证据的相关知识等

（18）（2）

选必三 2 6分 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15）类比、
比喻、比较的区别（16）

1 4分 辩证思维的知识（20 第二问）



三、甘肃卷与文综新课标卷的对比分析

1.模块占比的对比分析

（1）与新课标卷的相同点有两个：第一，必修一都只考查了一道选择题，没有

考大题；第二，必修三所占分值大，甘肃卷 4个选择题和一个大题，共22分，新

课标卷3选1非选共24分，体现国家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依法治国的重视。

（尤其特别注意的是将对党的知识的考查放在必修二之前）

（2）与新课标卷不同的是，新课标卷哲学部分（1选）和经济部分（2选）没有

考大题，而甘肃卷这两部分分值都比较大（经济16分，哲学14分）。



●2.试题内容特点  
(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无论是全国卷还是地方卷，强化政治引领和价值导向都是一个亮点。甘肃

卷20题第（1）小问：结合材料，运用“中国的外交”相关知识，谈谈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贡献。命题以中国的外交实践为情境考查习近平

外交思想。文综新课标卷第39题，选取大南坡村探索美学赋能乡村振兴的典

型案例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矢

志奉献国家和人民。



(2)命题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创新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等科学

思维的考查，引导学生培育提升思维品质。

①科学思维力求创新。甘肃卷第17题让学生以政商沙龙参加者的角色，就
促进甘肃省民营经济发展发表建议。通过开放性设问，要求学生从政府、企
业等不同角度，以新角色新视角阐释具体措施，引导学生创新作答，培养创
新思维。与文综新课标卷第38题，让考生以市人大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就“终
止经开区申报省级化工园区”决定作出说明异曲同工。
②逻辑思维是科学思维的重要内容。命题加强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考查，体现
“科学精神”的学科素养要求。例如甘肃卷第15题考查学生使用假言判断和
不相容选言判断进行演绎推理的逻辑思维能力。



③辩证思维能力是探索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能力。

    甘肃卷20题第（2）小问运用“把握辩证分合”相关知识，简要说明你对材
料划线部分内容中的思维方式的理解。（“倡导合作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
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
注重利，更要注重义”。）需要学生调动辩证思维的含义、特征、分析与综
合的关系等知识回答问题，要求学生具有综合全面地分析问题的能力，引导
学生用联系的、矛盾运动的观点思考问题，从而提高辩证思维能力。

    文综新课标卷第39题，以大南坡村探索美学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之路设
置问题情境，要求学生分析辩证思维的整体性特征和动态性特征在美学赋能
乡村振兴发展之路中的具体体现，引导学生多角度、多层次分析问题，也体
现了对辩证思维能力地要求。



(3) 着力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加强全社会法治教育，引导青年学
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命题力求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例如：甘肃卷13题以
知识产权保护为情境考查权利行使的界限；第18题第1问“结合材料，运用全面
依法治国相关知识，分析马背法庭是如何体现人民司法为人民的。”主要多角
度考查全面依法治国的实施。18题第2问“运用法律与生活所学知识，说明民事
诉讼中主张权利靠举证。”引导学生树立证据意识。

   同样文综新课标卷第22题消费者权利的保护，第41题以邻居之间的纠纷创
设情境，将相邻关系、权利行使界限、侵权责任等多个知识点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进行考查。这些试题的命制引导学生树立权利意识、树立权利行使有边界、
损害他人利益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则意识，进而增强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



(4) 引导有序公共参与，担当社会责任

    广泛的政治参与，彰显人民主体地位，激发社会活力，提升社会
治理水平。命题力求引导学生有序进行公共参与。例如甘肃卷第17

题让学生以政商沙龙参加者的角色，就促进甘肃省民营经济发展发
表建议。新课标卷第16题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畅通诉求表达和
协商渠道；第23题，举行地铁调价听证会；第41题相邻关系的处理
。这些试题的命制有利于引导学生通过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
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践，增强公德意识和参与
能力，体验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感；同时有利于提升学生表达诉求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勇于担当社会责任。



(5) 注重基础，试题更加回归课本

   甘肃卷第1题考查新中国成立的意义，第6题考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地位
，第8题考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第11题考查议会制和总统制的区
别，第14题考查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和继承权，16题考查类比、比喻和比较
的区别。

     文综新课标卷选择题第12题、空想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实践；第13题勇于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第15题区分初次分配和
再分配；第18题区分意识与正确意识；第20题国际组织的分类；第21题和
平与发展的主要挑战。此外主观题的考查，只要对教材足够熟悉就能拿到不
错的分数，这也体现第一年新高考，国家和省上对教材知识的重视。



(6)在时政材料的选取上，贴近学生生活，很接地气，通俗易懂。

例如：甘肃卷第4题，以天水麻辣烫为情境考查文旅产业的发展；第12题考

查知识产权的保护；文综新课标卷第14题关于扩大内需的举措；第15题关于

土地流转的素材；第19题关于职业教育的素材，等等。这些素材在无形中能

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家的政策倾向，进而更具体、更明确的落实核心素养，

同时也降低了难度。



      从以上特点我们可以总结出2024年高考政治甘肃卷和文综新

课标卷在难度和内容上都很相近，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高考评价体系为依

托，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按照“方向是核心， 平稳是关键”的原则，基于“价值引领、素养导

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继续推进考试内容改革，巩固深化高

考命题改革成果，实现新课标落地，帮助学生不断提高理论素养

、坚定理想信念，引导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第二部分 

把握命题趋势



一、可能出现的命题新趋势

作为新高考的首考，2024年高考政治甘肃卷整体阅读量适中，注重基础，没有评析类、图标

类试题出现，开放性试题难度较低，总的一个“稳”字当头，体现了旧高考向新高考的平稳过

渡。而服务于拔尖创新人才选拨的高考在2025年肯定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1.从整体难度来看，2025年难度一定会增加。例如：选必三今年是10分，明年会不会增加2

分，哲学部分的选择题难度远低于适应性考试，明年这一部分的难度会不会增加，等等。

2.更加突出不同模块间的相互融合。以同一情景材料从不同模块角度进行考察，实现了不同模

块知识间的深度融合。2024年高考山东卷非选择题第16题出现了逻辑与思维、政治与法治、

法律与生活三个模块融合。由此对比来看，模块之间的融合考查可以说已成为一种趋势。

3.2024年高考政治甘肃卷注重基础，没有评析类、图表类题型，突出基础性。2025年高考在

试题的创新性、应用性、探究性上可能会有所突破，题型出现多样性。



二、如何科学研判考试命题方向

    模块的融合如何呈现、题型会有哪些创新、怎样的时政素材会大概率入选
，这些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以下将从考题动向、课标动向、评价动向、教材动
向、政策动向、生活动向等6个方面分析研判考向的依据。

1.以高考真题为参照

（1）横向比较研究2024政治高考试卷21套，特别是山东卷以及江苏卷、北京
卷、新教材老高考卷，找异同（背景素材、考点考查、能力考查、核心素养）

（2）纵向比较：近两三年，看变化

（3）典型题研究：推理、评析、引言、案例、  图表等题

（4）新题研究



2.以新课标为依据

    修订版政治课程标准提出的考试目标：坚持以学生的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
养发展水平为考查对象，考查学生能否运用相关学科内容，参与社会实际生
活，在真实情境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重点关注能否坚持正确
的思想政治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否展现出了适应
当代社会发展和和学生终身 发展所需要的、必备的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

    课标明确了高考的目标，说明考生掌握哪些知识才能具备相应素养，认真
研读课标是抓住主干知识的关键。



3.以高考评价体系为根本指南

    无论是全国统一命题还是分省命题，高考评价体系是高考命题的根本指南

。“一核四层四翼”构成了高考评价体 系的基本内涵，“一核”是高考的核心功

能，即"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回答"为什么考"的问题；"四层" 

为高考的考查内容，即"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回答"

考什么"的问题"四翼"为高考的考查要求，即"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

新性"回答"怎么考"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考查载体 （试题情境）。



4.以新教材为依托

    教材是课标主要呈现方式。是高考考查学科主干知识内容的来源之处。只

有宏观上掌握必修选修所有模块知识结构，才能理解课标要求、把握模块间

的融合，进而正确把握高考向。

5.以国家高考政策为指针

    及时准确了解国家高考政策，是科学把握考向的重要因素.呈现在试题中

，甘肃卷第20题第（1）小问“结合材料，运用‘中国的外交’相关知识，谈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贡献。”直接考查习近平外交思想。文综新
课标卷第39题，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选取大南坡村探索美学赋能乡村

振兴的典型案例创设情境。



6.以时政社会生活为背景、以学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热点都能转化为试题，只有那些学生未来生活可能遇

到的有价值的问题才会转化为试题。例如：文综新课标卷第41题，选取了涉

及相邻关系民事纠纷案件，这是学生未来生活中都要处理的社会关系，也是

近年来一个热点的社会问题。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关注那些既有一

定价值又能密切联系学生实际的社会热点问题，这样才能科学研判高考考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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