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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面向
普通高中毕业生考试九类职业技能考试说明

专业基础

一、考试范围

根据河北省高职单招考试九类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本

类专业基础考试科目为政治。考试范围以教育部普通高中政

治学科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为依据，同时结合高中政治科目

教学实际情况。考试形式为笔试。

二、试卷结构

考试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满分

100 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约占 20%；《经济与社会》

约占 20%；《政治与法治》约占 25%；《哲学与文化》约占

10%；《职业道德与法治》约占 15%；时事政治约占 10%。

三、考试内容和要求

第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了解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程，理解我国确立社

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认识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阐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伟大意义。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

意义，懂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和历史地位。

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

1.1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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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来源、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需要。

1.2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1.3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实践

2.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2.1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的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

2.2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2.2.1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过渡时期

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完成。

2.2.2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的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2.2.3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成就和经验教训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发展和完善

3.1伟大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开启、进程、成就、意义。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发展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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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依据

新时代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依

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

4.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内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实现强

国梦的“两步走”战略安排、新时代青年的使命。

4.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内涵、历

史地位、指导意义。

第二部分:《经济与社会》

1.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

1.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

发展水平，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如何坚持和巩固基本经济制度。

1.2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

关系，健全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2.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2.1贯彻新发展理念

2.2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2.3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2.4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部分:《政治与法治》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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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了

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2.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如何理解党的全面领导，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

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3.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了解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内容、特点，

理解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4.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4.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4.2 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的

涵义、总目标、原则

4.3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4.4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第四部分:《哲学与文化》

1.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

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2.世界的本质

2.1世界的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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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物质性，人类社会的物质性，意识是物质世界

长期发展的产物，理解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原理，懂得尊重客

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坚持无神论，反对封

建迷信，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2.2运动的规律性

物质与运动的关系，运动具有规律性。

3.世界的规律性

3.1世界的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世界是永恒

发展的，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3.2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及对立统一规律，学会

“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矛盾问题的精髓，学会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3.3 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4.实践与认识

4.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理解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倡

导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知行合一，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水

平、增长才干。

4.2 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

真理及其属性，领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重要性，学会识

别假象，明辨是非，在揭示事物本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认识

事物的能力。追求真理是一个过程。

5.探寻社会的真谛

5.1社会历史的本质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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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5.3社会历史的主体一一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要求认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理解人民群

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地位，领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性，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6.实现人生价值

6.1人生价值与人生价值观

6.2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客观依据，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的社会历史性，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阶级性。

6.3 价值创造和实现

弘扬劳动精神，实现人生价值，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

创造和实现价值，在砥砺自我中创造和实现价值。理解个人

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奉献社会中书写人生华章。

7.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

7.1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的内涵与功能，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了解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

大成，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坚定文化自信。

7.2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

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正确对

待外来文化，感悟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明确文化交流互鉴的

意义，理解文化创新的动力和途径。

7.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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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建设文化

强国与增强文化自信。理解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意义，领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意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体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五部分:《职业道德与法治》

1.道德

1.1 了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理解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意义，领悟提高职业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

对成长成才的意义。

1.2 了解道德特点和作用，体认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

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倡导共产主

义道德，以及新时代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义。

1.3 了解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主要内容，

努力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

2.职业道德

2.1 了解职业道德的内涵、特点及时代变迁，理解职业

道德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人岗位成才的必要性，阐释新时代

对高素质劳动者职业道德素质的要求。

2.2 理解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和意义，增强职业道德意

识，努力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

2.3 了解劳动精神、劳模精神的内涵，理解新时代弘扬

劳动精神、劳模精神的意义，充分认识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任何职业都很光荣的道理，体会以先进模范引领道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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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的作用。

3.职业礼仪与职业道德养成

3.1 了解职业礼仪与职业道德的关系，理解职业礼仪蕴

含的道德意义，认识职业礼仪对职业道德行为养成的作用。

3.2 掌握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理解内省、慎

独等修养方法在职业道德养成中的重要意义，提升职业道德

境界。

4.建设法治国家

4.1 懂得法治的科学内涵，简述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历

程，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成，知道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4.2 理解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

基本要求，描绘法治国家的愿景。

5.维护宪法权威

5.1 理解我国宪法的地位、作用和基本原则;分析公民

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权利与义务观。

5.2 懂得宪法实施的意义，理解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增

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意识。

6.民法、刑法及程序法

6.1 阐释法律的特征和作用，分析法律与纪律的关系，

了解违法行为的分类，增强遵纪守法意识。

6.2 理解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了解民事法律行为的有

效条件，分析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增强依法处理民事关系

的意识。

6.3 简述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解释犯罪的特征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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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了解犯罪种类和刑罚的目的，自觉预防犯罪。

6.4 了解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基本程序，懂得纠纷解

决的诉讼及非诉讼方式，学会依法维权，做守法好公民。

第六部分:时事政治

1.2024年 4至 2025年 3月国内外重大时事。

2.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

职业适应性测试

一、考试范围

职业适应性测试重点考查学生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学习

所必备的基本素养和职业适应能力。根据本类专业培养目标

和高中考生教学实际进行命题，考查考生相关学科基本素质

和适应职业的能力，主要考察考生历史知识、信息技术知识、

综合素质。考试形式为笔试。

二、试卷结构

考试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满分 350

分。历史知识约占 30%；信息技术知识约占 30%；综合素质

约占 40%。

三、考试内容和要求

1.历史知识

（1）中国古代史纲要

中国古代社会的起源和原始社会；形成封建社会和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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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过程；秦朝的崛起和统一；建立汉朝和汉武帝时期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民族大融合时期的南北朝时

期；隋朝的建立和统一。

（2）中国近代史纲要

中国近代历史的背景和特点；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化的

开端；太平天国和中西文化的冲突；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

（3）世界现代史纲要

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背景及其影响；两次世界大

战的发生与严重后果；美国大萧条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

繁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新变革；当代世界

的主要问题。

2.信息技术知识

（1）信息技术基础知识

了解信息技术的相关概念；掌握计算机硬件及相关设备

的基础知识。

（2）操作系统的使用

掌握 Windows桌面管理、文件管理、系统管理等内容。

（3）网络基础知识及因特网的应用

了解计算机网络的相关概念；掌握浏览器的基本使用方

法。

（4）文字处理基本知识

熟悉文字处理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文件内容的录入、

编辑排版、页面设置。

（5）电子表格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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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单元格、工作表、工作簿的基本操作；掌握数据的

管理与分析、图表的创建。

（6）幻灯片基本知识

熟悉幻灯片的基本操作；掌握幻灯片外观的修饰、动画

设置。

3.综合素质

（1）思想道德素质

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纪意识等。

（2）人文素质

语言理解表达、文学知识、历史知识、地理知识、艺术

知识等。

（3）理解与交流能力

考查理解性阅读、信息表达与沟通、人际交往礼仪及团

队合作等能力。

（4）科学思维能力

考查运用逻辑推理来判定解决问题的建议、结论和方法

的能力。考查对事物进行观察、分辨、判断和剖析的能力。

（5）外语能力

名词的单复数、名词的所有格；人称代词、物主代词、

反身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关系代词和不定代词等；

冠词 a，an，the 的基本用法；介词的基本用法；连词的基

本用法；基数词、序数词、分数和百分数等；形容词、副词

的基本用法；16种动词时态；非谓语动词；主谓一致；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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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疑问句（包括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选择疑问句和

反意疑问句等）、祈使句和感叹句等；主+系+表、主+谓、

主+谓＋宾、主+谓+间宾＋直宾、主+谓+宾＋宾补、There be

结构等基本句型；定语从句、状语从句和名词性从句等。

  掌握基本的英语阅读和交际话题及能力。

咨询电话:0335-5926130

公众号:hbdwjmxy

抖音号:HBDYJMXY

QQ 咨询群:777358429、943408162、954285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