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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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理解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制

度优势

根本

政治

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

2024 选择题8 2

2023 选择题6 2

2022

简答题11③ 1

【晋中】简答题14（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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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

基本政

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024 选择题8 2

2023 选择题6 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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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

政治

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

2024 选择题8 2

2023 选择题6 2

2022
【晋中】简答题

13（1）⑤
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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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基层民主

制度对保障人

民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的作用

基本

政治

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

制度

2024 选择题8 2

2023 选择题6 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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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

经济

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
— — —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
2022 选择题9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

复习建议：本单元内容考查题型以选择题、简答题为主。在复习时，教师可以在

对本单元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进行讲解的基础上，组织学生进行专项训练

（重点关注2024年山西中考相关题目）

续表



思维导图指引



中考考点突破
考点一　根本政治制度（3年4考）

1.地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2.基本内容



（1）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2）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

机关。

（3）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这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各自的职权，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

代表大会监督。

（4）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经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讨论，遵循少数服

从多数原则，民主决定。



3.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因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来，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展现出蓬

勃生机活力。

（2）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

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好制度。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



4.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

（1）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2）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

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3）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弘扬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4）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机

关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协调，保证国家统一高效组织推进各项事业。



5.人大代表
（1）产生：基于我国的国情，人大代表的产生采取直接选举与间接

选举相结合的办法。



（2）人大代表的主要权利。
①审议权：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
②表决权：表决各项决定（如法律案、选举案、罢免案等）。
③提案权：人大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
④质询权：人大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政府等机关的工作提出

质问并要求答复。

（3）人大代表的义务：人大代表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

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监督。

（4）找到身边的人大代表的渠道：手机、微博、人大代表联络处、人大代

表之家、人大代表述职等。



拓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节选）

第三条　代表享有下列权利：

（一）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

其他议题，发表意见；

（二）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等；

（三）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四）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

（五）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表决；

（六）获得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信息和各项保障；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条　代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在自己参加的生产、

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二）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

其他议题，发表意见，做好会议期间的各项工作；

（三）积极参加统一组织的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履职活动；

（四）加强履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

（五）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

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

（六）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尽责；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考点二　基本政治制度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3年2考）
1.地位

我国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2. 重要保障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3.基本内容

（1）中国共产党。

①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先锋队。

②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③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④地位：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我国的执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领导核心。

⑤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⑥领导机关
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
⑦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⑧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
执政理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执政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⑩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⑪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



（2）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

是参政党（既非反对党，也非在野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通力

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

拓展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

角度 关系 备注
在政党之间

的关系上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

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

在国家政治

生活中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各民主党派具有法律赋予的参政权，

包括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

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

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

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等等



（3）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原因：

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

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以法律的

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地位。

②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

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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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4）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

与共。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①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

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②组成：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

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

③主题：团结和民主。



④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以下具体阐述供参考，

理解即可，无需区别）



4.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

重要形式。它有利于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有利

于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有利于凝聚人心，反对

分裂，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拓展    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党代会

项目 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政协 党代会

会场悬挂
的徽标

性质
国家权力机关

（属于国家机关）

中国人民爱国

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机关

职权/职能
立法权、决定权、

任免权、监督权

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
—



项目 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政协 党代会

组织体系
五级（全国、省、市、

县、乡人大）

四级（全国、省、

市、县政协）

五级（全国、省、市、县、

乡党代会）

最高机关
及其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职权：最高立法权、

最高决定权、最高任

免权、最高监督权

—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职权：①听取和审查中央委

员会的报告；②审查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③讨

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④

修改党的章程；⑤选举中央

委员会；⑥选举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续表



项目 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政协 党代会

任期 五年 五年 —

组成人员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党代表

成员产生
方式

人大代表由人民

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

政协委员通过协商推荐

产生
党员选举

成员参会
人大代表出席人民代

表大会

政协委员列席人民代表

大会，出席政协会议
—

续表



项目 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政协 党代会

成员权利

人大代表有审议权、

表决权、提案权、

质询权

政协委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上

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在政协会议上有表决权、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等

行使表决权、选举

权，有被选举权；

对党的工作提出建

议和倡议；等等

法律效力

人大代表的议案经

表决通过后有法律

效力

政协委员的提案是民主监督

的一种形式，一般不具有法

律效力

—

体现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基本政治

制度）

—

续表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年3考)

1.含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

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

2.地位

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前提和基础

核心内容：如何自治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

非“居住”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3.内容
（1）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盟）、自治县（自治旗）

三级。自治区为省级，全国共有5个自治区；自治州（盟）为市（设

区的市）级；自治县（自治旗）为县级。

（2）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

民政府。

注意：自治机关在行使一般地方国家职权的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3）自治权：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本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等方面的特点，自主管理本地方、本民族的内部事务。



3.内容
（1）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盟）、自治县（自治旗）

三级。自治区为省级，全国共有5个自治区；自治州（盟）为市（设

区的市）级；自治县（自治旗）为县级。

（2）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

民政府。

注意：自治机关在行使一般地方国家职权的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3）自治权：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本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等方面的特点，自主管理本地方、本民族的内部事务。



拓展    自治权的具体内容

（1）依法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2）依法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

（3）依法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4）依法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



4.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
（1）必要性：
①历史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

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

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②地理原因：我国各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

布格局。

③民族关系：五十六个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确立了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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