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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新高考重庆政治真题》参考答案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A B B D B D A C A D

题号 11 12 13 14 15

答案 B D A C D

1．A 2．B 3．B 4．D

【解析】1．①②：通过实施财政补贴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使学生的体质健

康合格率提高，身高、体重和学习成绩均有明显增长，说明该财政补贴计划提高了农村学生

生活水平，促进了社会公平与效率，并体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①②正确。

③：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是指在经济增长滞缓或过热时运用财政政策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

需求的基本平衡，材料强调的是财政补贴农村学生膳食，③不符合题意。

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为市场，④错误。

故本题选 A。

2．A：由材料信息可知，未成年人沉溺网络与脑功能损害之间是一种客观联系，且联系具

有客观性，A错误。

B：人脑是意识的生理基础，未成年人的脑健康发育是认知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基础，B正确。

C：获得认知的途径既包括学习书本知识，也包括实践，C错误。

D：新事物是指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的事物，网络不是新事物，

且材料强调的是未成年人长期沉溺网络可能造成脑功能损害，而不是未成年人更容易接受新

事物，D排除。

故本题选 B。

3．B：基层立法联系点向中学生征集意见有助于法治中国建设，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主法

治意识，B符合题意。

A：学生参与立法意见征集是行使参与权，是在行使权利，而不是履行义务，A不符合题意。

C：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材料未涉及，C排除。

D：国家立法职权的承担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D错误。

故本题选 B。

4．③：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健康有益的，③正确。

④：青年所需所盼的文化产品日渐丰富，文化视野更加开阔，精神品位不断提升，可知文化

塑造人生，④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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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济、政治决定文化，①错误。

②：文化生产力发展是青年文化水平提高的外在力量，内因在于青年的不断学习，因此文化

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水平的提高无必然联系，②错误。

故本题选 D。

5．B

【详解】①④：“灯塔工厂”是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龙头企业，

有效赋能中小企业，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表明技术创新打造中国智造核心优势，

“灯塔工厂”引领中国智造弯道超车，①④符合题意。

②：中小企业品牌效应提升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长期的成功经营，②错误。

③：当前的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选项表述夸大了智造水

平的作用，③错误。

故本题选 B。

6．D

【详解】①：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明显，且材料未涉及产业结构情况，①排除。

②④：从图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东南飞”的农民工回流持续攀升，说明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渠道不断增加，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逐步改善，②④符合题意。

③：材料反映劳动力资源的跨地区配置情况，没有体现在城乡间配置更趋合理，③不符合题

意。

故答案选 D。

7．A 8．C 9．A

【解析】7．①③：从图示可知 1990—2018年战略性和关键性资源中国产出占世界份额增长

较快，说明中国是全球经济的贡献者，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重要地位，①③符合题意。

②：材料未涉及中国对全球资源的依赖，②排除。

④：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而且材料不涉及生产全球化，④错误。

故本题选 A。

8．①：中国对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已构成严峻挑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制造的“中

国威胁论”，①错误。

②：美国在报告中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属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行径，②正确。

③：美国构建包括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等盟友或伙伴在内的新供应链体系的结盟行为阻碍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③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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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国家利益的对立是国家间冲突的根源，④错误。

故本题选 C。

9．A：经济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体现了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A正确。

B：国与国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利益的对立，国与国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B错误。

C：资源领域的科学规划只能影响中国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该选项的说法夸大了资源领

域科学规划的作用，C错误。

D：“中国威胁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D错误。

故本题选 A。

10．D

【详解】①：企业 A有可能出售剩余的碳排放额度，而不是增加碳排放量，这样的做法违

背碳交易制度的初衷，①错误。

②：材料中“该地实行总额控制的碳交易制度，政府分配给每个企业的初始获排放额度都为

E”，而且某地只有 A，B两个企业，因此，实行碳交易制度后，本地企业碳排放总量不超过

2E，②正确。

③：B企业既可以提高科学技术节能减排，也可以购买 A的部分碳排放额度，③错误。

④：政府分配给每个企业的初始碳排放额度都为 E，因此，企业 A可供出售的碳排放额度

为 E-EA，④正确。

故答案选 D。

11．B

【详解】①④：某市人大常委会设置若干代表监督小组，创建新监督工作模式取得良好效果，

此举是在探索建立人大常委会监督政府工作的长效机制，有助于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职责，

①④符合题意。

②：人大代表没有决定权，②排除。

③：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是政府的职

能，③排除。

故本题选 B。

12．D 13．A

【解析】12．①：针对网络谣言，政府应加强监管、依法治理，一些网络平台在利益驱动下

造谣传谣，“授权网络平台自我管理”不能解决网络谣言滋生蔓延问题，①排除。

②④：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扩散造成社会的焦虑与恐慌，为解决网络谣言滋生蔓延问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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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积极作为，双管齐下：一方面，引导舆论宣传，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并辟谣；另一方面要

坚持依法行政，惩治造谣、传谣行为，②④正确。

③：一些网民法律意识淡薄，缺乏道德自律，肆意造谣传谣，“拓宽网民的信息发布渠道”

并不能遏制网络谣言的传播与扩散，③排除。

故本题选 D。

13．①：以偏概全的网络谣言因其包含“部分真相”，极具欺骗性，从哲学角度看，这要求我

们全面整体地看问题，克服以偏概全的错误，揭示事物的真相，①正确。

②：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报道员，这为造谣传谣提供了便利，而且由于受认识主体立场、

价值观等的影响，谣言制造者对于信息的筛选可能产生偏差，容易滋生谣言，从而使得网络

谣言此起彼伏，②正确。

③：我们要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人类认识并非必须经历从

“部分真相”到真相，③错误。

④：真理最基本的属性是客观性，包含“部分真相”的“谣言”仍然是谬误而不是真理，④错误。

故本题选 A。

14．C

【详解】A：规律是客观的，不能被突破，A错误。

B：“永不融化的冰雪”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意识的产物，B错误。

C：我国科研团队采用亲水的高聚物网络，使冰品在融化后锁在网格中，在常温下“水不融

化”，这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使冰雪运动不再受季节限制，C正确。

D：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即飞跃，“永不融化的冰雪”并没有改变“水”的根本性质，

不属于质的飞跃，D错误。

故本题选 C。

15．D

【详解】①②：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和源泉，立足于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

①②错误。

③：继承传统文化过程中需要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以动漫形式表现京剧赢得青少年喜爱，

能更好地传承京剧，③正确。

④：该剧把京剧元素与现代动漫的结合，成为动漫国风化的创意亮点；用独具特色的表达方

式，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价值，赢得青少年喜爱，实现了创新文化传播的手段和内容的

创新，④正确。



答案第 5页，共 8页

故本题选 D。

16．(1)图示反映了人均 GDP越高，营养不良率越低、人均寿命越长。说明经济发展可降低

人口营养不良率、延长人均寿命。

(2)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

展也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动力，离开了人的

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

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原因：①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

平、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发展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

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受生产力发

展水平和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只能是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和社会文明的持续进步，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够日益充分地

得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日益充分地得到实现。

【分析】背景素材：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

考点考查：新发展理念、经济高质量发展

能力考查：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

核心素养：政治认同、科学精神、公共参与

【详解】（1）第一步：审设问。明确主体、知识范围、问题限定和作答角度。本题是图表题，

解答本题需要学生认真分析图表及注释，并能用简练的语言归纳出图表及注释反映出来的全

部信息。

第二步：审图表。审图表标题、图表数据和注释。具体结合图表进行信息解读，注意精练，

不要啰嗦。

第三步：审材料。提取关键词，链接教材知识。

关键词①：人均 GDP与营养不良率→可联系人均 GDP越高，营养不良率越低；

关键词②：人均 GDP与平均寿命→可联系人均 GDP越高，人均寿命越长；

关键词③：2020年 170多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以取自然对数后的人均 GDP 衡量）与

人的发展（以营养不良率、平均寿命衡量）之间的关系→可联系经济发展可降低人口营养不

良率、延长人均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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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整合信息，组织答案。注意设问限定、图表信息以及教材知识与材料相结合。

（2）第一步：审设问。明确主体、知识范围、问题限定和作答角度。本题的设问要求运用

《经济生活》知识，总结“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并说明该关系背后的原因。解答本

题要把握材料关键信息，调动运用教材知识分析回答。

第二步：审材料。提取关键词，链接教材知识。

关键词①：1949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 35岁左右，2020年达到 77.8岁，中国婴儿死亡率

从 1949年的 200%，下降到 2020年的 5.6%→可联系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

基础，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

关键词②：欧洲和美国花了 150年时间才从高死亡率的阴霾里走出来，达到今天平均寿命超

过 70岁的高水平。而中国则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这种革命性的转变→可联系人的全面发

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

关键词③：中国取得 GDP年均增长 8.3%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人的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可联系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发展是互为前

提和条件的；

关键词④：1949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 35岁左右，2020年达到 77.8岁，中国婴儿死亡率

从 1949年的 200%下降到 2020年的 5.6‰→可联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受生产力发展水平

和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第三步：整合信息，组织答案。注意设问限定以及教材知识与材料相结合。

17．(1)①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为中国体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②人民民主专

政是我国的国体，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具有根本性意义，为中国体育发展提供国体保障。

③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

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中国体育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提供深厚的

群众基础，也是中国人民真实地拥有广泛自由、民主、人权的生动写照，阐释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在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体育运动快速

发展并取得优异成绩，说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体育发展的政治保证。

(2)①体育与德育智育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矛盾的同一性是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

互联结的属性和趋势，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属性。②德育智育是提升

个人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养的过程，为体育教育提供智力发展。体育是强身健体、提升个

人身体素质的过程，为德育智育提供强健身体。③体育与德育智育，都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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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

(3)①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新闻宣传、标语、主题班会等方式弘扬北京冬奥精神。②

哲学依据：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4)①品德：诚信自律。②理由：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诚信自律是我们

自身的良好品德。③想法：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自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培育诚信自律的体育品德，需要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广泛阅读书籍，从中汲取优良营养，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分析】背景素材：弘扬北京冬奥精神，促进中国体育发展

考点考查：我国的政治制度、矛盾的基本属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文化对人的影响

能力考查：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

核心素养：政治认同、科学精神、公共参与

【详解】（1）第一步：审设问。明确主体、知识范围、问题限定和作答角度。本题的设问要

求结合材料一，运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中国体育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解答时

从我国的政治制度角度分析。

第二步：审材料。提取关键词，链接教材知识。

关键词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可联系教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

本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关键词②：毛泽东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全国人民广泛开展群众体育

运动→可联系中国体育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提供深厚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体育运动得到快速发展。2022年北京举

办第 24届冬季奥运会，实现带动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中国已成为体育大国→可联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三步：整合信息，组织答案。注意设问限定以及教材知识与材料相结合。

（2）第一步：审设问。明确主体、知识范围、问题限定和作答角度。本题的设问要求分析

体育与德育智育的辩证关系。本题属于分析说明类试题，解答时要结合教材知识进行分析作

答

第二步：审材料。提取关键词，链接教材知识。

关键词①：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可联系体育与德育智育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矛盾的同一性是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和趋势，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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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对立的属性；

关键词②：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可联系体育与德育智育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第三步：整合信息，组织答案。注意设问限定以及教材知识与材料相结合。

（3）第一步：审设问。明确主体、知识范围、问题限定和作答角度。本题要求结合材料二，

就如何在青少年中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提一条建议，并说明哲学依据，属于开放性试题。

第二步：审材料。提取关键词，链接教材知识。

关键词：如何在青少年中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可联系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新闻宣传、标语、

主题班会等方式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第三步：整合信息，组织答案。注意设问限定以及教材知识与材料相结合。

（4）第一步：审设问。明确主体、知识范围、问题限定和作答角度。本题要求写出你最想

培育的体育品德，运用《文化生活》知识，说明理由，并就个人如何培育这一品德谈谈想法，

属于开放性试题。

第二步：审材料。提取关键词，链接教材知识。

关键词：在北京冬奥会上，广大运动健儿弘扬新时代奥林匹克精神，体现出自尊自信、积极

进取、超越自我、遵守规则、诚信自律、相互尊重、团队合作、正确的胜负观等体育品德，

既赛出了成绩，又赢得人们的好评→围绕主题，结合实际，提出自己最想培育的体育品德，

分析说明理由、提出想法。

第三步：整合信息，组织答案。注意设问限定以及教材知识与材料、时政信息等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