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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一道道疑似难题摆在你面前时，是胸有成竹，还是纂找不着头绪?如果是前者，那恭喜你，你已
经跨越了教材与考试之间的差距；如果是后者，那你也别急，《经纶学典·教材解析》在教材与考试
问为你搭建一个沟通平台。

　　不少同学有这样的感觉：教材都熟悉了，课堂上也听|董了，但考试却取不到好成绩。
原因在于教材内容与考试要求有差距，课堂教学与选拔性考试有差别。
这就需要在教材之上、课堂之外能够得到补充、提升，直至达到高考的选拔要求。
本书就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填补这种差距。

　　首先是对教材的深度挖掘。
教材内容通俗易懂，但里面包含着丰富的信息，我们把教材所包含的信息挖掘出来，并进行系统整理
，让知识内涵和外延、知识间的联系充分展现。

　　第二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和拓展。
本书不是对课堂教学的重复，而是在课堂教学基础上，对课堂教学进行补充、提高，挖掘那些学生难
以理解、难以掌握的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为学生穿起一条规律性的“线”。
这些由于课堂教学时间限制或教师水平发挥的问题，在课堂上并没有全部传授给学生，商这些恰恰就
是考试中要考查的，学生拉开差距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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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商品的含义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要准确理解商品的含义。
　　（1）必须把握作为商品的两个条件，一是商品必须是劳动产品。
凡不是劳动产品，如自然状态的空气、阳光等，都不是商品。
至于某种非劳动产品也可以当作商品买卖，如有的人出卖自身的内脏器官等，但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并不能否定商品一定是劳动产品。
二是劳动产品必须用于交换，才是商品。
如果农民生产的粮食，用于自己消费而不是用于交换，就不是商品。
相反，如果用于交换，那就是商品，因为它既是劳动产品，又用于交换。
另外，农民向地主交的地租和人们送给别人的礼物不是商品。
因为交换是指商品之间的交换，地租和礼物不具有商品的第二个条件，因而不是商品。
　　注意：掌握商品的概念，除了理解构成商品的两个条件外，还要把商品与一般的劳动产品、商品
与其他非劳动产品的物品区分开来。
　　（2）商品也是一个动态概念，一件劳动产品，如果处于准备或正在交换过程中，则是商品，如
果已退出交换领域，则不是商品。
例如，张三从商店买来一枝钢笔送给了李四，这枝钢笔是否是商品呢？
在这里，这枝钢笔在商店里准备出售和出售给张三的过程中，它是商品。
当张三从商店里买来（所有权归张三）赠送给李四时（已退出交换领域，属于赠送关系），就不是商
品了。
因此，运用商品概念来判断某种东西是否是商品时，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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