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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考试考前冲刺 30分

第一部分 哲学常识

1．古代朴素唯物主义：①水是万物的始基；②世界是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③金木水火土（五行说）；④

气者，理之依也（王夫之）；⑤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⑥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2．形而上学运动观：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③天不变，道亦不变；④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⑤刻舟求剑。

3．主观唯心主义：①万物皆备于我；②万物与我为一；③宇宙即吾心，吾心即真理；④心外无物，心外无

理；⑤存在即是被感知；⑥人是万物的尺度；⑦物是观念的集合；⑧心诚则灵（关键词：人的精神，人

的目的、意志、感觉、经验、观念、心灵等）。

4．客观唯心主义：①道是天地之根，万物之母；②万物皆是一理；③理在事先；④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异化；

⑤存在即合理；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⑦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关键词：客观精神、上帝、理念、绝对精神等）。

5．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①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②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③少小离家

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④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⑤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⑥稳中求进；⑦我国的主要矛盾变化了，但是国际地位和基本国情没变。

6．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固有属性：①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③

少年安能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

7．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①战胜病魔；②望梅止渴、画饼充饥；③压力大就会掉头发；④笑一笑十年少。

8．时间的一维性：①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③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④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⑤盛年不再来，岁月不待人。

9．时间的相对性：①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②度日如年，白驹过隙。

10．关键部分决定整体：①牵一发而动全身；②木桶原理、短板效应；③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11．整体统率、主导部分：①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②割下来的手不再是人手。

12．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①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③沉舟侧畔

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⑤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⑥无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13．普遍联系：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②唇亡齿寒；③蝴蝶效应。

14．矛盾双方相互依存：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②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③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15．矛盾双方相互转化：①居安思危、物极必反、乐极生悲；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③垃圾是放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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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④满招损，谦受益。

16．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特殊性）：①因材施教；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④精

准扶贫；⑤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⑥南橘北枳。

17．主要矛盾：①擒贼先擒王；②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③画龙点睛。

18．矛盾的主要方面：①金无足赤，人无完人；②得其大者兼其小；③白璧微瑕。

19．内因：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②打铁必须自身硬；③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⑤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20．外因：①孟母三迁；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③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21．质量互变规律：①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②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④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

22．否定之否定规律：①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③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

23．实践：①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③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

未来；④百闻不如一见；⑤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⑥不登高山，

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

第二部分 经济常识

1．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实质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原因是货币超发，会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购买力下降，商

品销售困难，经济秩序混乱。

通货紧缩：实质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原因是纸币不足，会造成货币升值，物价贬值，经济萧条以及失

业增加、收入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等。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经济手段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央行）

六种方式 政府购买 政府转移支付 税收 存款准备金率 公开市场业务 再贴现率

通货膨胀 ↓ ↓ ↑ ↑ 卖出 ↑

通货紧缩 ↑ ↑ ↓ ↓ 买进 ↓

3．经济学上的“率”

①利率：一定时期内，利息额与借贷资金额即本金的比率

②汇率：一国与另一国货币的比率

③存款准备金率：央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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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再贴现率：商业银行用已经与客户办理过贴现的未到期合格商业票据向央行再贴现时所支付的利率

4．经济学上的“价值”

①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②使用价值：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商品的效用

③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④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⑤剩余价值：由劳动者创造，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

绝对剩余价值：延长劳动时间（加班）。

相对剩余价值：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产生

的剩余价值。

超额剩余价值：个别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比一般资本

家多得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第三部分 政治常识

1．指导思想

（1）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一大

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根本动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本质属性：实践的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2）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七大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

毛泽东思想回答的历史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问题

中国式独特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3）将邓小平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五大

邓小平思想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理论回答的历史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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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4）将三个代表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十六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思想回答的历史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5）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共十七大

将科学发展观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十八大

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科学发展观回答的历史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6）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中共十九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习新思想回答的历史问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2．领导地位

（1）确定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

（2）确定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

（3）确定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地位：十八届六中全会

3．党的三次工作重心转移

（1）从城市转移农村：1927年秋收起义文家市决策，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开辟了由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2）从农村转向城市：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西柏坡会议，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建国时期。

（3）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

4．军队建设：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1）发端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2）奠基于：三湾改编，首次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3）定型于：古田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是党指挥枪。

（4）新时代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

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

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5．抗日会议

（1）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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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确立全面抗战的总方针：洛川会议。

6．党纲

（1）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中共一大提出的：利用无产阶级军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2）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提出是中共二大。

（3）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中共十五大。

7．党的建设

（1）提出党章：中共二大。

（2）第一次自主修改党章：中共七大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3）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伟大梦想是目标，指引前进方向；伟大斗争是手段，激发前进动力；伟

大工程是保障，提供前进保证；伟大事业是主题，开辟前进道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

8．各种根本性的表述

（1）立党立国的根本思想：马克思主义。

（2）党的根本组织活动原则：民主集中制。

（3）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

（4）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6）我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7）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8）国家的根本任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9）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0）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友；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

9．毛泽东思想

（1）三大法宝：统一战争，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2）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

（3）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

（4）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5）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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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6）基本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10．治国理念

（1）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2）一个梦想：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3）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4）两个一百年：建党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一百年，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5）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统一集中统一

领导。

（6）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7）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8）四个全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9）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0）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11）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12）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13）经济发展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14）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稳预期、稳外资。

（15）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

运转。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知识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3）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4）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5）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原因：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6）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7）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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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人文历史常识

1．各个朝代的盛世

（1）商：武丁中兴。

（2）西周：成康之治。

（3）西汉：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汉武盛世，昭宣中兴。

（4）东汉：光武中兴（汉光武帝），明章之治。

（5）北魏：孝文中兴（北魏孝文帝）。

（6）隋：开皇之治（隋文帝杨坚）。

（7）唐：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唐高宗李治），武周之治（武则天），开元盛世。

（8）北宋：建隆之治（宋太祖赵匡胤），咸平之治（宋真宗赵衡），仁宗盛治（宋仁宗赵祯）。

（9）明：洪武之治（明太祖朱元璋），永乐盛世（明成祖朱棣），仁宣之治（明仁宗、明宣宗）。

（10）清：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

2．各个朝代的名医

（1）扁鹊—春秋战国；望闻问切四诊法，被誉为“脉学之宗”，著有《难经》。

（2）华佗—东汉；世界上最早发明麻沸散（全麻）；擅长外科手术；创立五禽戏（虎、鹿、猿、熊、鸟）；

被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3）董奉—东汉—杏林（杏林春暖）。

（4）张仲景—东汉；被誉为“医圣”；著有《伤寒杂病论》记载了舌下给药，人工呼吸，胸外挤压，灌

肠法；华佗、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

（5）孙思邈—唐；被称为“药王”，著有《千金方》，得名于“人命至重，贵于千金”。

（6）宋慈—南宋；著有世界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被称为法医鼻祖。

（7）李时珍—明代；被誉为“药圣”，著有东方医药巨典《本草纲目》。

3．中央与地方的制度

（1）分封制：商至西周初年。

（2）郡县制：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郡制起源于秦穆公时期，经秦始皇改良在全国确立。

（3）三公九卿：秦朝，秦始皇设立，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4）刺史制：汉武帝设立，用于监察地方。

（5）三省六部制：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吏、户、礼、兵、

刑、工。

（6）二府三司制：宋代设立，二府指的是中书门下（宰相办公机构，只保留行政权）和枢密院（军政）；

三司（管财政）指的是度支、户部、盐铁。



8

（7）行省制：元朝设立，省制的开端。

（8）内阁制：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明成祖设立内阁制度。

（9）八旗制：清代，满族。

（10）军机处：清朝的中枢权力机构，雍正设立（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4．古代改革

（1）管仲新政：春秋—齐相管仲—相地而衰征；山泽各尽其时—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

（2）李悝变法：战国时期—尽地力，平籴法；李悝著有《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成文

法典。

（3）商鞅变法：战国时期—秦国（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编户齐民，奖

励耕织；实行连坐制度；推行县制。

（4）北魏孝文帝改革：全盘汉化；均田令。

（5）庆历新政（范仲淹改革）：北宋；《十事疏》（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

（6）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北宋；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募役法。

（7）张居正改革（万历新政）：一条鞭法。

（8）清雍正皇帝：摊丁入亩。

5．历史典故

（1）先秦时期。①孝感天地：舜；②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③临阵倒戈：牧野之战（周武王和商

纣王）。

（2）春秋时期。①一鼓作气：曹刿论战，齐鲁长勺之战；②老马识途：管仲；③一鸣惊人：楚庄王；④

退避三舍：晋文公和楚成王（晋楚城濮之战）；⑤高山流水：俞伯牙钟子期；⑥卧薪尝胆：夫差、

勾践；⑦韦编三绝，举一反三：孔子；⑧三令五申：孙武；⑨南橘北枳：晏婴。

（3）战国时期。①墨守成规：墨子；②负荆请罪：廉颇蔺相如；③讳疾忌医：扁鹊见蔡桓公；④完璧归

赵：蔺相如；⑤纸上谈兵：赵括；长平之战，赵括（赵国）VS白起（秦国）；⑥立木为信：商鞅；

⑦围魏救赵：桂陵之战；孙膑 VS庞涓；⑧田忌赛马：孙膑；⑨奇货可居，一字千金：吕不韦；⑩

图穷匕见：荆轲、燕太子丹。

（4）秦汉。①指鹿为马：赵高胡亥；②揭竿而起：陈胜吴广；③破釜沉舟：项羽，巨鹿之战；④约法三

章：刘邦；⑤力能扛鼎，破釜沉舟，沐猴而冠，项庄舞剑，四面楚歌，霸王别姬：项羽，垓下之战；

⑥背水一战，一饭千金，多多益善，胯下之辱：韩信；西汉；⑦萧规曹随：萧何、曹参，西汉；⑧

封狼居胥：霍去病，西汉；⑨家徒四壁，子虚乌有：司马相如，西汉。

（5）东汉。①悬梁刺股：东汉孙敬悬梁，战国苏秦刺股；②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班超；③

老当益壮，马革裹尸：马援；④举案齐眉：梁鸿、孟光（梁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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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国。①三顾茅庐：刘备、诸葛亮；②望梅止渴：曹操；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④刮目

相看：吕蒙；⑤火烧连营：刘备、陆逊，夷陵之战；⑥才高八斗：曹植；⑦乐不思蜀：刘禅；⑧路

人皆知：司马昭。

（7）西晋。①洛阳纸贵：左思《三都赋》；②狗尾续貂：赵王司马伦。

（8）东晋。①东山再起：谢安；②入木三分：王羲之；③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祖逖；④投鞭断流，风

声鹤唳，草木皆兵：谢玄谢安（东晋）vs苻坚（前秦），淝水之战；⑤枕戈待旦：刘琨；⑥囊萤映

雪：车胤、孙康。

（9）南北朝。画龙点睛：张僧繇。

（10）唐。①瞒天过海：薛仁贵；②泰山北斗：韩愈，文坛上的泰山北斗，苏轼评价其文起八代之衰；

③司空见惯：刘禹锡；④口蜜腹剑：李林甫；⑤请君入瓮：来俊臣、周兴；⑥铁杵成针：李白；⑦

桃李满天下：狄仁杰；⑧呕心沥血：李贺；⑨南柯一梦：李公佐。

（11）北宋。①黄袍加身：赵匡胤；②开卷有益：赵光义；③程门立雪：杨时；④笑比河清：包拯。

（12）南宋。①精忠报国，直捣黄龙：岳飞；②东窗事发：秦桧。

（13）明。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

6．我国历史上的第一

（1）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

（2）第一部诗歌总集，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诗经》，内容分“风”“雅”“颂”。

（3）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

（4）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5）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6）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班固（东汉）。

（7）第一部记录体儒家经典散文作品：《论语》。

（8）第一部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孙武（春秋时期）。

（9）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梦溪笔谈》沈括（北宋）。

（10）第一部水文地理著作：《水经注》郦道元（北魏）。

（11）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宋应星（明）。

（12）第一部日记体游记：《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明）。

（13）第一部浪漫主义神话小说：《西游记》吴承恩（明）。

（14）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吴敬梓（清）。

（15）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蒲松龄（清）。

（16）第一部长篇抒情诗：《离骚》屈原（战国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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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汉乐府•孔雀东南飞》。

（18）乐府双壁：《孔雀东南飞》《木兰诗》。

7．诗人

（1）诗骨—陈子昂，其诗词意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2）诗杰—王勃，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3）诗狂—贺知章，秉性豁达，自号“四明狂客”。因其诗豪放旷达，人称“诗狂”。

（4）诗家天子，七绝圣手—王昌龄，其七绝写的“深情幽怨，音旨微茫”，因而誉为“诗家天子”。

（5）诗仙—李白，其诗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浑奔放，色彩绚丽，语言清新自然，被誉为“诗仙”。

（6）诗圣—杜甫，其诗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人称为“诗圣”。

（7）诗囚—孟郊，作诗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无好问，曾称之为“诗囚”。

（8）诗奴—贾岛，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人称其为“诗奴”。

（9）诗豪—刘禹锡，其诗沉稳凝重，格调自然格律粗切，白居易赠他“诗豪”的美誉。

（10）诗佛—王维，这种称谓除了有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和王维的宗教倾向之外，也表达了后人对王

维在唐代诗坛崇高地位的肯定。

（11）诗魔、诗王—白居易，“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五言长城—刘长卿，擅长五言诗，

人称其为“五言长城”。

（12）诗鬼—李贺，其诗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璀璨多彩的鲜明形象，故称其

为“诗鬼”。

（13）杜紫薇—杜牧，曾写过《紫薇花》咏物抒情，借花自誉，人称其为“杜紫薇”。

（14）温八叉—温庭筠，才思敏捷，每次入试，八叉手即成八韵，人称他为“温八叉”。

（15）郑鹧鸪—郑谷，以《鹧鸪诗》而闻名，故有“郑鹧鸪”之称。

（16）崔鸳鸯—崔珏赋，《鸳鸯诗》，别具一格，人称“崔鸳鸯”。

（17）诗神—苏轼，其诗挥洒自如，清新刚健，一帜独树，人称“诗神”。

8．元曲

（1）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2）元曲四大悲剧：《窦娥冤》《梧桐雨》《汉宫秋》《赵氏孤儿》。

（3）元曲四大爱情剧：《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倩女离魂》。

第五部分 地理常识

1．中国地理之最

（1）中国面积最大的平原：东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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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面积最大的湖泊：青海湖。

（3）中国最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

（4）中国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

（5）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

（6）中国地势最低的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

（7）中国最大的岛屿：台湾。

（8）中国海拔最低的湖泊：艾丁湖（新疆）。

（9）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

（10）中国汛期最早的河流：珠江。

（11）中国最长最早的运河：京杭大运河。

（12）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

（13）中国最大的瀑布：黄果树瀑布。

（14）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

（15）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

（16）中国最大的半岛：山东半岛。

（17）中国最大的山峰：珠穆朗玛峰。

（18）中国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

（19）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塔塔尔族。

（20）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

（21）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我国东部/长江流域）

2．世界重要海峡

（1）马六甲海峡：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海上生命线）。

（2）巴拿马运河：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

（3）麦哲伦海峡：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

（4）直布罗陀海峡：沟通地中海和大西洋。

（5）曼德海峡、红海：连接印度洋和地中海。

（6）白令海峡：连接北冰洋和太平洋。

3．世界之最

（1）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长度 9000多千米。

（2）世界上最高的高原：中国的青藏高原，“世界屋脊”。世界上最高的铁路是青藏铁路。

（3）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巴西高原，500多万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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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平原：亚马逊平原。约 560万平方千米。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区，蕴藏着

世界五分之一的森林资源。

（5）世界上最大的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第二大；中南半岛第三大（东南亚）。

（6）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大沙漠，约 932万平方千米。

（7）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

（8）世界上最大的海湾：孟加拉湾。

（9）世界上最大的海：菲律宾海。

（10）世界上最低的盆地：吐鲁番盆地，海拔-154米。

（11）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苏必利尔湖，北美五大湖中最大。

（12）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里海（亚欧交界）。

（13）世界上最深的湖泊：贝加尔湖（俄罗斯）。

（14）世界上海洋最深的地方：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约深 11022米。

（15）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大堡礁（澳大利亚东北岸）。

（16）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波斯湾（阿拉伯第一位）、北海（欧洲）、墨西哥湾（北美洲）、

南海（中国）。

第六部分 法律常识

1．宪法

（1）我国的国体、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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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

（4）我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5）我国的根本任务：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6）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①普遍性原则；②平等性原则；③无记名投票原则；④直接选举与间接

选举并用原则；⑤等额差额相结合，以差额选举为主的原则。

（7）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

（8）我国的组织活动原则：民主集中制。

（9）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10）我国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公有制范围内进行）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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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年龄

（1）刑事责任年龄：犯罪时不满 18周岁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①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已满 16周岁；

②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不满 12周岁；

③相对刑事责任年龄：

已满 12不满 14：故意杀害，故意重伤致人死亡或残疾的，经最高检核准追诉，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 14不满 16：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

投放危险物质罪的。

（2）死刑：不适用死刑的情况：未满 18周岁（犯罪时），75周岁以上（审判时），审判时怀孕的妇女。

（3）累犯：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

（4）选举权：年满 18周岁，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国公民。

（5）国家主席：满 45周岁以上中国公民，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6）行政处罚：不满 14周岁的不给予行政处罚。

（7）民事行为能力：

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下；

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满 8周岁未满 18周岁；

③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以上例外：已满 16不满 18，以自己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8）法定婚龄：男满 22周岁，女满 20周岁。

3．立法权

（1）法律：全国人大及人常（人大：基本法，人常：非基本法）。

（2）行政法规：国务院。

（3）地方性法规：省级人大及常委会，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及常委会。

（4）部门规章：国务院组成部门以及直属机构（金融、税务、外汇、海关、国安）。

（5）地方政府规章：省级人民政府，设区市及自治州的人民政府。

（6）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没有人常）。

4．处分

（1）党的处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2）公务员的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3）事业单位的处分：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撤职、开除。

5．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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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

（2）刑事强制措施：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

（3）排除妨害的强制措施：拘传，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拘留。

6．拘留

（1）行政拘留：性质—行政处罚，主体—公安机关，对象—违法未犯罪者，最长期限 15天，数过并罚

不超过 20天。

（2）刑事拘留：性质—刑事强制措施，主体—公安机关或检察院，对象—重大嫌疑分子嫌疑人、现行犯，

最长期限：37天。

（3）司法拘留：性质—排除妨害的强制措施，主体—法院，对象—妨害诉讼的人，最长期限：15天。

7．受胁迫的效力

（1）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

（2）劳动合同：无效。

（3）婚姻：可撤销。

（4）遗嘱：无效。

8．举证责任

（1）民事：谁主张谁举证。

（2）刑事：公诉案件：检察院举证；

自诉案件：自诉人自己举证（侮辱、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侵占案）。

（3）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政府）举证；

诉讼：被告举证。

（4）国家赔偿：谁主张谁举证，例外情况：若在看守所&监狱死亡，看守所和监狱举证死亡因果关系。

9．诉讼

（1）起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上诉：对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判决、裁定，不服的提请上一级法院重新审判。

（3）抗诉：检察院对法院的审判，实行法律监督的方式。

（4）申诉：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不服的，向法院或者检察机关提出重新处理。

第七部分 科技常识

1．物理常识

（1）声音三要素：音调、响度、音色。频率决定音调，频率高则音调高，频率低则音调低。声音传播需

要介质，真空不能传声。人耳能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是 20～20000Z，高于 20000Hz 的声波叫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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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低于 20Hz的声波叫次声波。声音的响度与振幅有关，物体振幅越大，产生声音的响度越大，

反之越小。

（2）在同一种均匀介质中，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光沿直线传播的常考现象有小孔成像、影子的形成、日

食和月食的形成。

（3）光的反射：照镜子、潜望镜（利用两个平面镜改变光的传播方向，使水下的人可以看到水面的情况）、

凸面镜（如汽车后视镜、街头拐弯路口的反光镜）、凹面镜（会聚太阳光，如太阳灶）、静影沉璧

现象。

（4）光的折射：凸透镜、凹透镜、潭清疑水浅、海市蜃楼。

（5）色光三原色：红绿蓝；颜料三原色：品红、黄色和青色。

2．化学常识

（1）形成酸雨的主要气体是二氧化硫。酸雨的 pH＜5.6。

（2）甲醛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甲醛在常温下呈气态，易溶于水和乙醇，通常以水溶液形

式出现。35％~40％的甲醛水溶液叫作福尔马林，具有杀菌和防腐的功能。

（3）水体富营养化是指天然水体中由于过量营养物质（主要是指氮、磷等）的排入，引起各种水生生物、

植物异常繁殖和生长的现象。赤潮（海水中）和水华（淡水中）都是水体富营养化现象。

（4）我国北方地区大多是硬水。硬水中含有的钙离子和镁离子较多。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去除水

垢常用醋酸。

（5）铅笔芯不是用铅制成的，而是用石墨和黏土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成的。铅笔上通常会标注 H和 B，

H（Hardness）指硬度，其前面数字越大，铅笔芯越硬；B（Black）代表黑度，其前面数字越大，

字迹越黑。

3．生物常识

（1）人体所需的六大营养物质分别是蛋白质、糖类、脂肪、维生素、水和无机盐。

（2）蛋白质需要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人体吸收，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是氨基酸。蛋白质是构成生物体

结构的重要物质。肌肉和皮肤的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

（3）蛋白质具有运输功能，比如人体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可以输送氧气。蛋白质具有调节功能，人体中

唯一能够降低血糖的激素是胰岛素，是人体胰腺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质激素。

（4）糖类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单糖、二糖和多糖。

①常见的单糖是葡萄糖，葡萄糖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补充能量。比如人得了肠炎，呕吐，吃不进

东西，浑身没劲儿，此时需要输葡糖液。

②二糖是由两个单糖合成的，不能直接被人体吸收，只有分解为单糖后才能被吸收。生活中常见的

二糖有蔗糖、麦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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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多糖是可以分解为许多单糖的糖，如大米和小米中的淀粉、蔬菜中的纤维素。

（5）维生素：人体需求量较少，作用很大，主要用于调节新陈代谢，维持身体健康。

①缺乏维生素 A会得夜盲症（在光线昏暗环境下或夜晚视物不清）。

②缺乏维生素 B，容易得脚气病。脚气病不同于脚气，脚气是由真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而脚气病

是一种神经性疾病，有多发性神经炎、肌肉萎缩等症状。

③维生素 C又称抗坏血酸，可以治疗坏血病。长期不吃水果、蔬菜就易得坏血病，其特征是爱出

血，如牙龈出血等。

④维生素 D能促进钙的吸收，缺乏维生素 D，小孩子容易得佝偻病中老年人容易得骨质疏松症。

维生素 D可以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补钙的同时还要补充维生素 D。晒太阳可以促进维生素 D的

合成。

（6）生物工程五大工程：基因工程（遗传工程）、细胞工程、微生物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生物

反应器工程。

（7）基因工程（遗传工程）应用：转基因食品、抗虫棉。基因工程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标志。

（8）绝大多数生物的遗传信息在 DNA（脱氧核糖核酸）上，某些病毒的遗传信息在 RNA（核糖核酸）

上。

4．生活常识：

（1）轻度足踝扭伤，应先冷敷患处，24小时后改用热敷，用绷带缠住足踝，把脚垫高。

（2）泥石流时自救：立刻向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

（3）垃圾分类：可回收垃圾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类。不可回收垃圾包括厨余垃圾、有

毒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第八部分 疫情常识

1．总要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2．总目标：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3．对经济社会冲击：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

4．传染病类别：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按甲类防控。

5．第一位：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6．抗疫精神：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第九部分 2021 年重大会议

1．中央一号文件（21世纪以来第 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1）文件标题：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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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产业兴旺是基石，生态宜居是保证，乡风文明是灵魂，治理有效是核心，生活富裕是目标。

2．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1）现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

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2）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3．博鳌论坛

（1）2021年主题：“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奏一带一路强音”。

（2）习近平演讲主题：“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

4．七一讲话

（1）建党百年四大成就

①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②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③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2）建党与建党精神

①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

辟地的大事变。

④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

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⑤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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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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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 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 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3）马克思主义与党的领导

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②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③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

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④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

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⑤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⑥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⑦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

愿望。

5．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

（1）讲话主题：携手金砖合作 应对共同挑战

（2）五点倡议：第一，坚持同舟共济，加强公共卫生合作。第二，坚持公平可及，加强疫苗国际合作。

第三，坚持互利共赢，加强经济合作。第四，坚持公平正义，加强政治安全合作。第五，坚持互学

互鉴，加强人文交流合作。

6．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1）讲话主题：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2）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3）坚持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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