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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真题研究：全国卷选择题命题语言分析——“公民意识” 

 

一、“公民意识”的概念分析 

郑杭生在《从政治学、社会学视角看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内涵》一文中，提出公民意识

主要指公民对其国家主人身份以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 

减宏在《公民意识的蕴涵及思想政治教育策略》中则分别从民主与法治制度、自由与平

等权利、公平与正义价值三个角度出发，指出公民意识教育应是作为国家主人的主体意识教

育、宪法意识与权利义务相统一意识的教育以及公共意识与规则意识的教育。 

张宜海在《公民意识的基本内涵、培养思路及途径》一文中指出：“公民意识包括四个

最基本的方面：公民身份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公民义务意识和公民参与意识”。 

综上，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其实质是强调一个人在社会、国家中所处

的地位及个人对自己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识。主要体现在： 

1、参与意识。公民的参与意识，主要是指公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具有积极参与

（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公共权力运行的主人意识，实质上也是一种践行权利的意识，

在参与中，公民才能切身体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逐渐形成理性的参与意识。 

2、监督意识。公民的监督意识正是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保障，国家权力受到人民

的监督是人民主权原则的核心所在。 

3、责任意识。公民责任是指公民履行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公民在遇到有关国

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而克服个别自我或本集团的利益与人

际关系。（纳税） 

4．法律意识——规则意识。由于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意志，所以在民主管理的过程中，

公民还必须有规则意识，即依据明确的规则来协调各种相冲突的意志和行为，而不是由某个

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决定"这些规则都是公民共同合意的结果，或是通过国家予以确认，或

者是通过习俗加以强化" 

 

古希腊最早提出实施公民教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尽管对于公民

教育的看法各有侧重，但是都表达了古典共和主义公民教育的内涵：公民个体德性的成全与

成就只有在城邦事务之中才能得以实现。公民教育就是要促使公民个体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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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民促成、维护“共同善”，成为城邦的主人。 

中世纪时期，臣民取代公民，公民教育自然无从说起。18 世纪末，公民教育迎来崛起

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强调民主、平等、自由，并鼓励个性化成长，目的是使每个人学习社会

规则，适应共同生活，以此更好地发展个性，更好地享受权利和自由。 

而就公民意识教育的目标而言，教育的目的旨在培养未来公民社会的基本单位，即具有

权利意识、义务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法治意识、纳税人意识、道德意识、生态

意识、科学理性精神、具有与时代共同进步能力的现代公民。 

 

二、高考命题分析 

1．（2017·新课标全国Ⅲ卷高考·32）在古代雅典，官员就职前须宣誓保证依法履行职责，

陪审员须宣誓保证公正审判，年满 18 岁的青年男子须参加成人宣誓仪式才拥有公民的

权利和义务。这些宣誓旨在(  ) 

A．限制权力滥用                     B．防止官员腐败 

C．培育权利观念                     D．增强责任意识 

2．（2016·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32）公元前 5 世纪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提到，雅典政府有时

让行使警察职能的公共奴隶，用染成红色的绳子驱使公民去参加公民大会。若有人因此

在衣服上留下红色痕迹，他将被处以罚款。这反映出在当时的雅典(  ) 

A．公民大会形同虚设                 B．民众失去政治热情 

C．参政是公民的义务                 D．政府丧失民众信任 

3．（2017·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32）在梭伦改革之后的雅典，有的执政官是未经正当选举

上台的，被称为僭主。他们一般出身贵族，政绩斐然，重视平民利益，但最终受到流放

等惩罚。这种现象表明，在当时的雅典(  ) 

A．贵族垄断国家政权                 B．政治生活缺乏法制基础 

C．平民没有政治权利                 D．民主政治已是人心所向 

4．（2011·新课标全国卷文综·27）苏格拉底在受审时申辩说：“打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

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

知道，要是杀死像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造成的损害将会超过对我的残害。”这

段话表明苏格拉底 (  ) 

A．维护公民生存权利                 B．捍卫思想自由原则 

C．抗议雅典司法不公                 D．反对贵族专权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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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新课标全国Ⅲ卷高考·33）雨果在小说《九三年》中描述 1793 年法国唯一的最

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既是正式选举会议又是十字街头，既是权威机关又是平民大众，

既是法庭又是被告”。这里的国民公会所体现的政治理念是(  ) 

A．三权分立      B．君主立宪       C．人民主权       D．法律至上 

6．（2013·海南单科·9）在梭伦上台前，雅典全邦分成不同派别。山区的人多主张采行极

端民主制；平原地区的人多主张极端寡头制；海滨的人多主张“中间性的混合制”。这反

映了当时雅典(  ) 

   A．平民与贵族的政治对立不可调和     B．工商业者的政治要求最为激进 

   C．公民的经济生活影响政治意愿       D．公民的政治诉求未能充分表达 

7．（2012·海南单科·9）早期罗马实行习惯法，贵族享有法律 解释权。公元前 5 世纪中期，

平民通过斗争迫使贵族同意成立由平民和贵族联合组成的“十人委员会”，制定了《十

二铜表法》。该法的制定(  ) 

A．体现了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与要求     B．标志着平民取得了立法主导权 

C．表明贵族的法律解释权得到认可     D．奠定了罗马成文法传统的基础 

8．(2017·河北石家庄一模·32)古代雅典城邦不允许公民只关心自己私人事务，梭伦立法

甚至规定：一个人如果在国内出现党派分裂时不参加任何一方，就要被剥夺选举权。据

材料可知，古代雅典(  ) 

A．直接民主导致派系林立                        B．公民意识在法律上得到肯定 

C．将道德凌驾于自由之上                        D．立法的过程具有主观随意性 

 

【答案解析】 

1．【考点】雅典民主政治——宣誓仪式与责任意识的培养 

【解析】材料提及官员宣誓、陪审员宣誓、青年男子成人宣誓，这些宣誓都是为了让他

们更好地履行本职工作，对工作负责，并不是为了限制权力滥用，况且光宣誓也不能真

正限制权力滥用，故 A 项错误；“年满 18 岁的青年男子”并非都是官员，因此不能说

明这些宣誓旨在防止官员腐败，故 B 项错误；材料不仅在强调公民享有权利，还强调

公民在履行权利的同时要遵守义务，故 C 项错误；官员、陪审员、青年男子都要履行

责任，可见这些宣誓旨在增强责任意识，故 D 项正确。 

【答案】D 

2．【考点】雅典民主政治——公民的参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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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在古代希腊，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从未流于形式，故 A 是错项。公民大

会就是民众会议，多数民众保持政治热情，故 B 项是错项。政府特别是公民大会都由

民众组成，民众不可能自己不信任自己，故 D 项是错项。驱赶少数民众前去参加公民

大会体现了那时参政议政不仅是公民的权利，而且是公民义不容辞的义务，故 C 项是

正确项。该题重在考查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理解程度，并弥补教材的不足。 

【答案】C 

3．【考点】雅典民主政治——梭伦改革 

【解析】自梭伦改革后，雅典建立了定期选举执政官的共和民主制度，但有时也有人通

过暴力或其他违反正当程序的手段夺取政权上台执政，这些人虽然出身贵族，但为了加

强自己的统治基础，一般都比较重视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的利益，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

他们的权力来源的不合法性，故而在希腊人心目中，他们都是僭取政权的僭主。这一现

象说明，贵族阶层在法律上并没有垄断国家政权，否则僭主们就无须采用非正当手段了，

故而 A 项可以排除。僭主现象在当时虽非个案，但毕竟是少数，并非普遍存在，这说

明通过法定程序民主选举执政官已是雅典政治生活的正常方式，故而 B 项是错误项。

梭伦改革后，平民获得了选举国家官员和参与政府决策的政治权利，而且，僭主们能够

攫取执政权都是通过争取平民的支持而实现的，这恰恰说明了平民享有了基本政治权利

的历史事实，故而 C 项也是错误项。但凡权力来源不合法，则被普遍视为僭主，并给

予流放等形式的相应惩罚，而不存在古代中国那种成王败寇的现象与理念，这说明在那

时的雅典，选举产生执政者的民主政治已经是人心所向，故而 D 项是唯一的正确项。 

【答案】D 

4．【解析】苏格拉底的本意是强调思想自由而不是公民生存权利，A 项排除；C 项与题干材

料本意不符；苏格拉底反对极端民主政治，D 项不符合史实。故选 B 项。 

【答案】B 

5．【考点】法国共和制的确立——1793 年宪法 

【解析】根据国民公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正式选举会议”、“是权威机关”、“是法庭”

可知国民公会掌握了国家的立法、司法等国家大权，没有体现三权分立，故 A 项错误；

法国 1793 年颁布共和国宪法，建立了共和国，实行激烈的民主政治，不是君主立宪，

故 B 项错误；根据“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又是平民大众”可知国民公会是最高

权力机关，同时也是民意的代表，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故 C 项正确；材料反映的

是雨果小说对国民公会的描述，没有提到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故 D 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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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6．【考点】雅典民主政治 

【解析】材料讲山区、平原、海滨不同地区的的人有不同的政治主张，经济生活对政治生

活有影响，故选 C；材料强调不同地区的不同政治主张，没有强调对立和不可调和，排

除 A；主张最激进的不是工商业者，排除 B；各个地区的人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排除

D。 

【答案】C 

7．【考点】罗马法——《十二铜表法》的意义。 

【解析】《十二铜表法》是第一部成文法典，其制定说明罗马法从习惯法发展为成文法，

因此，D 项正确；A 项中的“社会 各阶级”的说法错误；B 项错误于“立法主导权”；C

项说法错误，此应是在习惯法时期，《十二铜表法》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了贵族

的特权。 

【答案】D 

8．【考点】雅典民主政治 

【解析】“一个人如果在国内出现党派分裂时不参加任何一方”不能证明党派林立，故 A

项错误；这种规定就是要强调公民必须有参政意识，即公民意识，故 B 项正确；材料

中没有涉及道德范畴，故 C 项错误；材料无法证明立法的主观性，故 D 项错误。 

【答案】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