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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教材完全解读》自出版以来，就深受广大师生的好评，一直畅销全国。
今年在保持总体风格不变的前提下，对图书品质进行了精心的打造和全面的提升，使其真正达到更新
、更准、更细、更实用。
修订后的政治学科具有六大亮点——
　　亮点一　刨设情景，激发学习兴趣。

引入或创设生动具体的图画、故事情景等，有利于激发您的学习兴趣，使学习活动成为主动的、自觉
的活动。

　　亮点二　完全与教材同步，解读层层深入
以课内知识的全面讲解为主干，以课外知识的拓展为补充，深入解读教材，重点难点详细讲解，疑难
点易错点透彻分析，隐性知识点深入挖掘，课外拓展点恰到好处，面面俱到，点点闪光，真正做到了
新、细、精、透、全。

　　亮点三　剖析典型例题，培养应试能力。

　　结合考点，从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综合应用、拓展创新、疑难易错五个角度，精选近年中(高)
考真题及典型题为例题，透彻分析解题思路，适时总结规律方法，帮您提高解题应试能力。

　　亮点四　图文并茂，生动活泼。

本书引入了新时代的读书元素一图片。
根据图书的内容配上相应的情景图，将知识情境化、形象化，激发您的学习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学
习效果。

　　亮点五　寓学于乐，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

　 本书注重图书的知识性，更注重图书的趣味性。
设专栏收录与本课相关的小资料，生动活泼，新颖实用，让您快乐学习。

　　亮点六　精练巧练，事半功倍。

所设习题与教材知识点相对应，典型新颖、难易适度、题量适中，有助于您夯实基础，提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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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一　各具特色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专题视点
　1　国家的本质
　　新课导读
　　教材解读
　　典例剖析
　　课堂小结
　　自我评价
　2　现代国家的管理形式
　　新课导读
　　教材解读
　　典例剖析
　　课堂小结
　　自我评价
　3　现代国家的结构形式
　　新课导读
　　教材解读
　　典例剖析
　　课堂小结
　　自我评价
　4　国际组织概观
　　新课导读
　　教材解读
　　典例剖析
　　课堂小结
　　自我评价
　　资料园地
　　专题总结
　　专题学习评价
　　专题视点
专题二　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以英国和法国为例　
　1 英国国王与君主立宪制
　　课导读
　　教材解读
　　典例剖析
　　课堂小结
　　自我评价
　　资料园地
　2　英国的议会和政府
　　新课导读
　　教材解读
　　典例剖析
　　课堂小结
　　自我评价
　　资料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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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法国的民主共和制与半总
　　统半议会制
　　新课导读
　　教材解读
　　典例剖析
　　课堂小结
　　自我评价
　　资料园地
　4　英法两国政体的异同
　　新课导读
　　教材解读
　　典例剖析
　　课堂小结
　　自我评价
　　资料园地
　　专题总结
　　专题学习评价
专题三　联邦制、两党制、三权分立：以美国为例
　专题视点
　1 美国的联邦制
　　新课导读
　　教材解读
　　典例剖析
　　课堂小结
　　自我评价
　　资料园地
　2　美国的两党制
　　新课导读
　　教材解读
　　典例剖析
　　课堂小结
　　自我评价
　　资料园地
　⋯⋯
专题四　民主集中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专题五　日益重要的国际组织
本模块综合评价
参考答案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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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50分）　　1.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上，斯密认为，使用
价值很大的东西，可能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至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
的使用价值，甚至没有。
斯密的观点（）　　1科学地认识到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　　2没有认识到没有使
用价值的东西不可能有交换价值　　3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问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4
不懂得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联系　　A.123　　B.134　　C.234　　D.124　　2.一个人占有某货物，
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
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
斯密的上述观点（）　　A.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　　B.正确地揭示
了价值的源泉　　c.颠倒了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D.明确提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　　3.斯密
认为，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要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
这三部分，构成了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的三大阶级的收入。
他认为，这三大阶级是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的阶级。
在这里，斯密划分阶级的依据是（）　　A.纯产品的生产和占有　　B.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和取得收
入的形式　　C.以是否古有利润为标准　　D.以收入的多少为标准　　4.李嘉图主张不应限制对外贸
易的发展，应废除“谷物法”，是因为（）　　A.通过对外贸易，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有利于降
低生产成本　　B.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进口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可以降低工资，提高利润率c.发展
对外贸易对任何国家都带来好处　　D.参与国际分工，从国外进口所有商品，可以减轻本国的生产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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