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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考点导航
课程标准

（2022年版） 考情分析

学习
主题 内容要求 考点 知识点 高频

考点 年份 题型
题号

分
值

法治
教育

了解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对维护和发展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的意义

促进

民族

团结

民族大家庭、

民族平等、民

族团结、各民

族共同繁荣

社会

主义

民族

关系

2023
选择题

6
2

2022
简答题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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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2022年版） 考情分析

学习
主题 内容要求 考点 知识点 高频

考点 年份 题型
题号

分
值

法治
教育

了解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对维护和发展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的意义

促进民

族团结

民族大家

庭、民族

平等、民

族团结、

各民族共

同繁荣

处理民族关

系的基本政

治制度

2024 选择题8 2

处理民族关

系的方针
2022

简答题

13
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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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2022年版） 考情分析

学习
主题

内容要求 考点 知识点
高频
考点

年份
题型
题号

分
值

法治
教育

认识国家统一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前提和基本保证，

理解“和平统一、一

国两制”的重要意义，

自觉维护国家统一

维护 

祖国

统一

反对分裂

、 

“一国两

制”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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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2022年版） 考情分析

学习
主题 内容要求 考点 知识点

高频
考点

年
份
题型
题号

分
值

革命 

传统 

教育

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理解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新时

代新

征程

新时代、

新征程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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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2022年版） 考情分析

学习
主题

内容要求 考点 知识点
高频
考点

年
份
题型
题号

分
值

国情 

教育

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发生了新变化，理解中

国发展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

新征程

新时代、

新征程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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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2022年版） 考情分析

学习
主题

内容要求 考点 知识点
高频
考点

年份
题型
题号

分
值

国情
教育

了解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知道统筹

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共圆 

中国梦

中国梦的

内涵、本

质、意义、

实现要求 

新发

展理

念

2023
实践探究题 

16（3）②
3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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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2022年版）

考情分析

学习
主题

内容要求 考点 知识点
高频
考点

年份
题型
题号

分
值

国情
教育

了解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知道统筹推进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共圆 

中国梦

中国梦的

内涵、本

质、意义、

实现要求 

新发

展 

理念

2022

选择题6
3

【晋中】

简答题 

13（1）③
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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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2022年版） 考情分析

学习
主题

内容要求 考点 知识点
高频
考点

年份
题型
题号

分
值

国情
教育

了解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知道统筹

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共圆 

中国梦

中国梦的

内涵、本

质、意义、

实现要求 

做自

信的

中国

人

2024
分析说明

题16
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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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2022年版） 考情分析

学习
主题

内容要求 考点 知识点
高频
考点

年份
题型
题号

分
值

复习建议：本本单元内容是中考常考内容，考查题型有选择题、简答题、分

析说明题、实践探究题。复习时要重点掌握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处理民族关

系的基本政治制度、处理民族关系的方针、新发展理念、做自信的中国人等

内容。建议教师结合时政热点素材，创设真实任务情境，提升学生对重点知

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重点关注 2024 年山西中考相关题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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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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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考点突破
考点一　促进民族团结

1.民族大家庭

（1）我国的民族国情：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2）我国各民族的分布格局：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未间断，

最终形成了今天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 

（3）民族政策（3年3考）
①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②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③处理民族关系的方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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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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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族团结
（1）原因。（为什么要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 

①各族人民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捍卫民族团

结和祖国统一，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 

②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③我国各民族在数千年的迁徙、贸易、婚嫁等交往中，孕育了团结友爱的

宝贵传统。 

④我国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克服种种困难和艰险，顶

住压力，直面挑战，追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 

⑤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各族人民只

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

望相助、齐心奋斗，伟大的祖国才能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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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怎样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 

角度 内容

国家层面

①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

共同繁荣的方针，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

制度载入宪法和法律，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

此基础上，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②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

促进民族地区共同繁荣，是增进民族团结、发展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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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内容

公民层面

①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各民

族的语言文字 

②增强维护民族团结的意识，积极宣传、自觉拥护党和国家的

民族政策 

③各民族之间要平等相处，多说有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多做有

利 于 民 族 团 结 的 事 ， 同 各 种 破 坏 民 族 团 结 的 言 行 作

斗争 

④努力学习，立志成才，积极为维护民族团结献计献策，为维

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贡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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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民族共同繁荣
（1）原因。（为什么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得到很大改善，民族地区为国家建设作

出了应有贡献。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促

进民族地区共同繁荣，是增进民族团结、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由之

路。

（2）要求。（党和国家如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①政治方面：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

繁荣的方针；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

发展和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依法治国，严厉

打击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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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经济方面：党和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大力支持民族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

支持力度，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通过输入技术、

管理、人才等方式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③民生方面：国家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

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从而促进民族关系更加融洽，社会

更加和谐稳定，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④文化方面：国家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继承、创新和发展工

作，积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少数民族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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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整合

民族地区发展相关知识

考点对接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共享发展成果  社会主义民族 

关系  处理民族关系的方针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少数民族文化
等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教材链接 八下P4 

（2）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让人民群众共
享发展成果，引领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教材链接 九上P11 

（3）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让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4）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
荣的方针，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教材链接 九上P92 

（6）我国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克服种种困难和艰险，顶住压力，直面挑战，追
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 教材链接 九上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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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发展相关知识

考点对接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共

享发展成果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处理民族关系的方针  ·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 ·少数民族文化等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教材链接 八下 P4 

（2）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人参与、人人尽力、

人人享有，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引领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

前进。                                          教材链接 九上 P11 

建议摘录在教材九上 P96

知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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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让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

裕。 

（4）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民族平等、民

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筑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5）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教材链接 九上 P92

（6）我国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克服种种困难和艰险，顶

住压力，直面挑战，追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 

                                                 教材链接 九上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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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五大自治区相关知识

自治区 首府驻地 成立时间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 1947年5月1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1955年10月1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1958年3月5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1958年10月25日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1965年9月1日



返回目录

考点二　维护祖国统一

1.反对分裂
（1）原因。（为什么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 

①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两岸中华儿女的共

同使命。 

②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解放，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

英雄赞歌。 

③分裂会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各族人民就会遭殃。一

切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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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

普遍的愿望。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家安全和发展环境复杂多

变，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也处于从发展中大国

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

⑤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每个公

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一切分

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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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要维护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②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尤其要坚决反对借民族和宗教

之名搞暴力恐怖活动。 

③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2）要求。（如何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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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国两制”

（1）内涵：“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一国两

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 

（2）基本内容：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

变，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3）“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

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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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义：a.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

成功。b.香港、澳门回归以来，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担民

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②要求：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

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

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落实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和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

支持港澳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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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特别行政区 民族自治区

不
同
点

设立的地区 在香港、澳门地区设立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

自治程度

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除外交事

务和防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

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享

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

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有一定的自治权（立法自治

权、经济自治权、文化管理

自治权、变通执行权等）

社会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

特别行政区和民族自治区易混易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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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特别行政区 民族自治区

不
同
点
解决的问题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祖

国的和平统一

解决民族问题，实现少数

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

族地区事务

相同点
二者都享有自治权，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下的地方行

政区域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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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①原因 

a.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 

b.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

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c.我国宪法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d.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

的一家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两岸同胞血脉相

连的精神纽带。 

e.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有利于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

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夯实和平统

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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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途径 

a.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b.政治基础：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坚持“九二共

识”（“九二共识”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

。 

c.民间交往：两岸同胞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实现心灵契合，增进对和

平统一的认同。两岸同胞要多走动、多交流、多沟通，增进理解、信任，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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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分裂国家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通过，并于2005年3月14日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施行。

《反分裂国家法》总共10条，法律全文1000余字，该法以五分之四的篇

幅表述了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政策以及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途径和策

略。“和平统一”是《反分裂国家法》立法的主旋律。 

《反分裂国家法》把党和政府多年来制定的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法

律化，表明了党和政府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推进两

岸关系发展，致力于国家和平统一的决心和诚意。

拓展 《反分裂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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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三　新时代   新征程

1.新时代

（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意义。 

①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②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

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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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

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

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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