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高考政治总复习必修（1-4）+选必修（1-3）

易错基础知识回扣

必修一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以伟大斗争统领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四个伟大中

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而不是以伟大斗争统领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2.各国、各民族历史的多样性是由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进程反映出来

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进程由各国、各民族历史的多样性反映出

来）

3.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极大改变了并将继续

改变中国的面貌（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4.新中国的诞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



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

有了主心骨。）

5.新中国成立，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三大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才建立

起社会主义制度。）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

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7.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

民的幸福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而不仅

仅是政治制度保障。）



9.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深刻理解和全

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活的灵魂。（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

10.人民是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最终

决定力量，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必修二《经济与社会》

1.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平等。

（二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平等，公有制居主体地位，但二者在

市场经济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2.国企混改有利于增强国有资本控制力，保持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

地位。



（不是要保持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地位，而是要增强其控制力、提

高竞争力。）

3.央企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国企改革最终是为了提高国企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

能力，而不是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4.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属于积极的

财政政策。

（提示：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属于积

极的货币政策。）

5.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基础。

（提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6.农民在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中获得的收入属于按劳分配，按土

地要素分配成为农村的主要分配方式。

（提示：通过“三权分置”农民获得的收入是按土地要素分配获得

的收入。按劳分配仍然是我国农村分配的主要方式。）

7.按劳分配体现公平，按生产要素分配则体现效率。

（提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都坚持了效率与公平的分配原则，

但二者强调侧重点不同，按劳分配强调公平，按要素分配更加强调

效率。）

8.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

在要求。

（提示：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

本目标。）



9.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特有的分配原则。

（提示：在公有制范围内也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方式。）

10.从个人获取收入的途径看，居民收入主要包括非劳动性收入和

财产性收入。

（提示：从个人获取收入的途径看，居民收入主要包括劳动性收入

和财产性收入。）

11.5G 技术会淘汰传统产业，催生新兴产业。(提示：5G 技术的使

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促使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但不会淘汰传统产业。)

12.新发展理念为破解难题提供了具体方法。(提示：“提供了具体

方法”的表述错误，可以提供相关指导理念。)

13.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提示：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

基础）



14.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根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是

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基。（正确。）

15.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尽力而为、

又要量力而行。（提示：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的基础。）

16.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要守住这条最后防线。

(提示：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社会救助是最后防

线。)

17.我国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能切实

减轻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提示：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

工伤保险单位缴费不属于税收范畴，而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范畴。）

18.基本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安全网”的兜底，社会稳定的“最

后一道防线”。(提示：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安全网”的兜底，

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



19.政府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丰富社会救助形式，满足群众保障诉

求。政府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牢牢兜住民生底

线。(提示：设置公益性岗位不涉及社会救助及救助形式问题，也

不属于慈善事业范畴。)

20.数据要素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资源是国家的

第一资源，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必修三 《政治与法治》

1.加强党的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实现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

自身的特殊利益）

2.要保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始终成为时代先锋（中国共产党要始终

成为时代先锋）

3.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为行动指南和检验标准（实践是

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4.站稳人民立场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

导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根本保证）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政

治引领（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政治引领）

6.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和落脚点）

7.党的先进性教育使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永葆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坚强保证。（发挥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永葆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坚强保证）

8.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根本立场决

定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

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直接而具体的体现。）



9.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

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

政治前提）

10.全面从严治党决定党的先进性、时代性，决定人心向背，决定

党的生死存亡。（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关系党的先进性、

纯洁性，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1.各专门委员会部分行使全国人大立法权, 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

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各专门委员会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是其他国家机

关。)

12.国家监察委员会拥有自主制定本部门法律的权力（国家监察委

员会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监察法规，并不是自主制定本部门法

律）

1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突出的制



度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1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就是制定，修改，废除法律（全国

人大还有解释法律）

15.乡级人民政府没有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责,宗教事务条例不适用

于不信教公民。(各级政府对于宗教事务都应履行管理职责,任何公

民都应遵守宗教事务条例)

16.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我国国家机关组

织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

17.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家统一）

18.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一起统一行使国家权力，集体行

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集体

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



19.凡涉及村民利益的事，应该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全体

村民决定（由村民会议决定）

20.谁也离不开谁的大团结局面要以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础（谁也

离不开谁的大团结局面要以民族平等为基础）

21.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是我国

民族格局的最重要特点。（多元一体是我国民族格局的最重要特点）

22.居民参与民主决策是做好小区改造工作的关键（依法制定自治

章程和议事规则，推动日常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做好

基层民主管理工作的关键）

23.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根据地区实际实行司法自治。(民

族区域自治的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治机关是自治地方的

政府和人大，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不能实行司法自治)



24.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修改基本法律的表现。(全国人大制定和修

改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基本法律以外的其

他法律)

25.某种活动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我国已

经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6.道德是治国之重器，德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

托。（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

依托）

27.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党纪高于国法，党员干部要以更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法律规范调整人的行为，是对全体公民的基

本要求，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党纪要严于国法，而不是高于国法）

28.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中

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必修四《哲学与文化》



1.尊重自然界客观性是规律起作用的前提条件。（规律是客观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会因为人们尊重自然界客观性才起作用。）

2.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关系颠倒，只有发

挥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不断创新。）

3.优秀传统文化是对现实的描绘和升华，实现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是指思维正确反映存在，而优秀传统文化源于

现实又高于现实，不是如实反映现实。）

4.琴声来自于琴与指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人的主观世界无关。（体

现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与主观世界有关。）

5.诗人发挥意识活动的目的性真实再现了梅花超凡脱俗的傲骨。

（再现梅花的傲骨是诗人发挥意识活动的能动创造性，“真实再现”

强调的是如实、客观的反映，而通过诗赋予梅花精神表征的意向，

不是“真实再现”。）



6.把对战争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作为军事行动的出发点。（一切从实

际出发）

7.事物联系的多样性决定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多样性。（联系的多样

性决定人类实践活动的多样性。）

8.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事物发展的总趋

势是前进性的。）

9.新事物与旧事物的界限是由矛盾的同一性确定的。（由矛盾的斗

争性确定。）

10.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科学评价是学生成长进步的根据。（内

因即内部矛盾是学生成长进步的根据。）

11.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相互转化支配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主

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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