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政治学科要求

高一伊始，面对众多的学习课程，除了拥有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加上刻苦的努力外，

还应根据学科特点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升入高中以后，多数同学可能都感到高中政治比初

中政治难学了，其实并不是这样，高中政治相对于初中政治来说，更具有学科化的特点，每

一学期都是一个学科，因此相对增加一些难度，但如果你肯下工夫，并方法得当的话，相对

来说就不会太难了，逐渐也会对这门学科增加一些兴趣，就会觉得政治其实和别的学科一样

好学、一样有趣。

针对高一政治学科特点，现总结以下五个环节的学习方法。

一、课前预习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习是听课的基础。新授课要求预习教材，因为授新课是传授

教材的新内容、新知识，预习功课可提前发现自己在新课学习中的难点，以及自己在实际生

活中遇到的与新课有关的问题，从而增强听课的主动性和理解力。凡新课预习要做到“四出

来”，即把简单观点背出来、主要观点标出来、重要论点划出来、不懂的问题提出来。在预

习过程中要边读、边思、边划、边记，即一边阅读，一边划出重难点，以便在上课时注意留

神，把握重点解决难点;一边读一边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和难点记下来，把自己的初步体会或

点滴看法记下来，准备上课时解决或参考。

二、认真听课

听课是学习的中心环节，获得知识的最主要途径。第一，集中精力，专心听课。这是保

证听课质量的主要条件，只有集中精力专心听课，才能跟上老师讲课的思路抓住重点、解决

难点，才能从老师讲课中受到启发，发现问题，提高听课质量，才能做好笔记，为课后作业

和复习打下基础。第二，眼、耳、脑、手并用，看、听、思、记结合。眼睛要看教材，看板

书，看老师的手势表情;耳朵听内容;脑要协调眼、耳、手的活动，思维要跟上老师的讲课思

路，手要认真做笔记，在书上划出重点、记符号，同时在四者并用，四个动作结合时，要注

意协调看、听、思、记四者的关系。首先是听，听是关键，是基础，特别要听对难点的讲解;

其次是记，心记不如笔记，听课笔记一定要记，而且要记好;第三是思，只有思才能受到启

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得到更多收获;最后是看，看虽处于辅助地位，但也是必不可

少的。

三、记课堂笔记



好脑子不如勤笔头。记好听课笔记可以帮助思考，加强记忆，有利于课后复习，巩固和

提高学习效果。怎么记呢?一般采用两种方式记听课笔记。第一种方式是书上批记，即将主

要论点、论据、重点、难点及理论知识的层次等在书上逐一做下各种符号，必要时还做一些

文字记述；第二种是笔记本记录(听课摘记)。但无论怎么记，切忌依葫芦画瓢，照搬照抄老

师的板书，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不一定都记，老师没有写的也不一定都不记。要听记结合，不

要贪多求全，把老师每一句话都记下来，要记关键性内容，特别是教材上没有的知识，凡是

课本上叙述详细的地方，可以不记内容而记书码和行数，同时记笔记要精简内容、分门别类、

使用统一符号。

四、及时巩固复习

“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及时巩固复习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针对

目前的新授课，我们学生自己复习的形式主要是日常复习和阶段复习。其中日常复习是最基

本最常用的复习形式和方法。根据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遗忘是先快后慢的。

熟记以后，一小时忘 56%，两天忘 16%，六天忘 3%，就是说第一次重复最重要，当天学过的

内容一定要进行及时复习，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及时巩固增强记忆的效果。否则，日积月累，

不会的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基础差，以后很难再补，所以当天讲过的内容一定要及时巩固，

搞好日常复习。其次是阶段性复习，阶段性复习可以按照笔记把知识编制成简明扼要具体直

观的图表，实现知识的系统性。总之通过日常复习和阶段复习就能实现局部到整体，整体到

局部知识的相互转化。

五、规范练习与作业

练习与作业是学习过程的继续和深化，关于练习与作业要做到独立规范完成，所谓“规

范”，谨记：整洁、认真、清晰、条理。

同学们还要做生活中的有心人，对生活要关心，要注意，关心不只是要对时事政治那方

面的，还有比如说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关注这些来积累大量的感性

素材。如果是那种对生活很麻木不仁，每天只知道关注自己，每天关注于身边那点鸡毛蒜皮

的小事的人，肯定是学不好政治。另外，对生活关心的人因为用了心，所以记忆对他们而言，

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俗话说的好：“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我们在平时

的学习过程中多用心、肯下功夫，我相信政治课就会在你感到愉快的过程中学好的！

学习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

辍学似磨刀之石，不见其损，年有所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