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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因编写说明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系列《精讲精练》是引领、指导和规范学生学习活动的

教学用书。系列《精讲精练》随着六盘山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而逐步成熟、

完善，是六盘山高级中学新课程改革的结晶，凝聚了新课程改革九年来六盘山高

级中学老师的智慧与创造。

自 2004年秋季新课程实施以来，我们成立了“六盘山高级中学课堂行动研
究课题组”，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新课程标准下课堂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寻

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追求教学活动的规范化、有序化和有效化，推进课堂教

学改革，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几经修改，最终

形成了对学生学习行为具有引领、指导和规范作用的学习活动方案———宁夏六

盘山高级中学系列《精讲精练》。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系列《精讲精练》的编写，在充分考虑学情和贯彻新课

程理念的基础上，落实课程标准精神，注重改变学生学习方式，整体考虑知识与

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和谐发展，落实基础，强调能力，突出创

新。该系列丛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提高教学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因丛书体例
本套丛书通过点拨具有启导性的学习技巧、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材料、精心设

计研讨式的探究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感悟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培

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历史分册设置

以下十个板块：

学习目标 提示单元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和学习要求。

知识结构 运用图示法简要勾勒本单元历史线索和基本内容，为学生宏观

把握所学知识提供帮助。

学法指导 提示单元学习思路，指导学习重点和难点的突破方法，点拨学习

技巧。

学习导读 提供本课学习准备知识，阐释学习重点和学习难点。引导学生获

取知识，夯实基础，形成能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例题精讲 主要选取符合学习目标，针对学习重点和难点，命制科学、规范

的典型试题进行剖析，点拨解题思路，提供探究所需的方法和技巧。

随堂精练 根据每节课的重点和难点设置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达标测评 体现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针对学习目标设置新情景和新问

题，检测和巩固学习结果。

拓展延伸 着眼于课堂知识的拓展、延伸和深化。选取典型案例引导学生

实现新旧知识的整合与迁移以及认识的提升与发散。

趣味阅读 选择与本课内容相关的学科信息与资料链接，开拓学生视野，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收获感悟 培养学生的反思习惯，引导学生对本课学习内容进行总结、思

考和质疑，形成学习收获、感悟及体会。

另外，每单元后附有能力检测，供学生自我检测之用。

因使用建议
自主学习 新课程倡导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本套丛书各板块的设置特别关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希望同学们借助这些板

块，在学习中主动观察、思考、表达、探究，逐步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

循序渐进 丛书力求遵照同步学习的客观规律，在板块设置、内容安排、方

法应用、能力考查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梯度性和渐进性，逐步从基本要求向较

高要求递进。学习中要充分关注这一特点，以学习板块为顺序，由浅入深，循序

渐进。这样，才能保证理想的学习效果。

学以致用 各板块的设置和习题的选取，充分考虑了其实用性、新颖性和

探究性，选用了大量与实际生产、社会生活、中外时事和科技发展相关的问题。

学习过程中要以此为契机，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实现书本、课堂向社会、生活的

延伸，将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落到实处。

但愿本套丛书成为你学习的好帮手。

受水平所限，本丛书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使丛书的质量不断提高，日臻完善。

系列《精讲精练》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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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 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3. 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商业发展的基本特点。
4. 了解土地制度“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知识结构

古代中国经济的结构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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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指导

本单元的学习，一是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观点为核心，从把握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线出

发，认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及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二是从封建经济的基本特点出发来理解

古代经济政策实施的基础和条件。三是注意农业、手工业、商业三者之间的联系。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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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课 发达的古代农业

学习导读

一、学习思路、方法技巧点拨

1. 古代中国农业主要耕作方式。以生产工具的发展为线索。
（员）刀耕火种；（圆）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国农业进入了“耜耕”或“石器锄耕”时代；（猿）商周时期

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和中耕农具；（源）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的使用和推广，标志着铁犁牛耕这
种中国古代农业的传统耕作方式形成。

2. 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员）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猿）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提高耕作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二、重点难点阐释

1. 土地兼并导致的社会问题。
（员）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因为自耕农是国家各种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土地兼并

导致自耕农大量破产，使国家丧失收入来源。

（圆）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土地兼并的膨胀导致地方豪强势力壮大，影响到中央集权的加强；也
会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引发农民起义，危及王朝的统治。

（猿）自耕农破产成为佃民，导致租佃关系的出现并日趋普遍化。
2. 正确看待小农经济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己基本

生活的需要和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与

此同时，小农经济作为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兴衰荣辱直接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

封建政权的安危。为此，历代明智的封建统治者都采取重农政策，注意减轻农民负担，扶植小农经

济。但是，历代王朝后期封建剥削的加重、灾荒疾疫的发生等，都对小农经济具有毁灭性的冲击。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

缓慢和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3.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
（员）中国自然经济延续的时间达两千多年；（圆）中国古代战乱频繁；（猿）每个王朝的中后期都

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源）统治者实行了一套“重农抑商”的政策；（缘）统治者对思想和政治的
控制极其严厉等。

4.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而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农业的补充。中国
古代文明就是在长江、黄河、辽河等适合发展农业的大河流域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从事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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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在农业国家，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

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例题精讲

1.据有关统计资料，元朝岁收粮赋，河南江北行省占全国总额的 21援39%，江浙行省占 37援10%，江
西行省占 9援56%，湖广行省点 6援97%。结合下图分析，正确的是（ ）。

元朝行省图

A援 长江中下游地区粮赋总额约占全国的 3/4
B援 长江以南各行省粮赋总额占全国一半以上
C援 长江以北各行省经济均落后于江南各行省
D援 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长江以南地区转移

【解析】本题是进行元朝时长江南北农业经济的比较。长江以南各行省（如题所述的江浙行

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粮赋总额相加大于 缘园豫，即 月项正确；粤项不能体现长江南北比较；悦项
表述错误，如河南江北行省在长江以北，但经济并不落后；阅项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在南宋时期完
成。故选 B。

2援 下图描绘了汉代农民使用四齿钉耙耕作的场景。它反映出当时（ ）。

A. 开始使用铁器 B.注重精耕细作 C.尚未推广牛耕 D.雇佣关系盛行
【解析】从关键词“汉代”，可以排除 A项，因为春秋时期就开始使用铁器；汉代随着犁壁的发

明，已经开始推广使用牛耕，排除 C；雇佣关系盛行是在明清时期，排除 D。故选 B。

第一单元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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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精练

1. 铁农具和牛耕在中国古代农业中出现的时间是（ ）。

A. 原始社会 B. 商周时期 C. 春秋战国 D. 秦汉时期
2. 汉代以后，我国农具改革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是（ ）。

A. 铁农具的使用 B. 牛耕的出现
C. 曲辕犁的发明 D. 筒车的发明使用

3. 春秋战国时期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有（ ）。

淤铁农具的出现和逐步普及 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盂曲辕犁的出现 榆自然经济
的推动作用

A. 淤于 B. 盂榆 C. 淤盂 D. 于榆
达标测评

1. 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 ）。

A. 刀耕火种 B. 石器锄耕 C. 铁犁牛耕 D. 小农经济
圆. 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所有制的一种主要形式。地主扩大土地的方式是（ ）。

A.“公田”转化为私田 B. 地主土地兼并
C. 由于军功而获赏赐土 D. 政府的“均田”

猿. 与分封制密切关联的土地制度是（ ）。

A. 宗法制 B. 井田制 C. 屯田制 D. 均田制
源. 下列哪一项不是汉代的发明（ ）。

A. 耧车 B. 代田法 C. 区田法 D. 曲辕犁
缘. 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是（ ）。

A.“千耦其耘”的大规模简单协作 B.“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C.“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方式 D. 大规模分工合作

拓展延伸

材料一：“今使乌获、藉蕃（大力士）从后而牵牛尾，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

鼻，则五尺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

材料二：“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

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

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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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一反映了什么生产技术？

2. 材料二反映的是怎样的生产方式？它有什么特点？

3. 根据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我国古代农业发展需要哪些条件？

收获感悟

第 2课 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学习导读

一、学习思路、方法技巧点拨

从四个方面把握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突出成就

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高超的冶金技术；享誉世界的制瓷业；异彩纷呈的丝织业。

二、重点难点阐释

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与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手工业生产规模

不断扩大与工场手工业出现；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并存；经济重心

南移与手工业生产布局成相应变化；古代手工业生产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不仅供国内消费，而

且还远销亚、非、欧许多国家，广受欢迎和赞誉。

例题精讲

1. 在唐诗和唐三彩中骆驼与胡人逐渐成为流行的文化符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

淤民族融合的加强 于丝绸之路的畅通 盂文化政策的开放 榆古代商帮的推动
A. 淤于榆 B. 于盂榆 C. 淤于盂 D. 淤盂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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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古代大商帮的出现主要是在明清时期，故榆不选。选 C项。
2.《周礼·考工记》载：“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

之工二。”材料所反映的当时官营手工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 ）。

A援 技术先进，生产标准化 B援 产品丰富，生产多样化
C援 分工细致，生产专业化 D援 产量庞大，生产规模化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提取材料有效信息的能力。根据材料“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

摩”“抟埴”，说明官营手工业中各个部门分工非常明确，充分体现了生产专业化的特点，故本题选

C项。
随堂精练

1. 官营手工业长期占据古代手工业的主导地位，但这种生产方式存在严重的弊端，表现在
（ ）。

淤发明和革新不能服务于社会 于新技术不易推广 盂技术工艺容易失传 榆代表当时的
最高工艺水平

A. 淤于盂 B. 淤于榆 C. 淤盂榆 D. 于盂榆
2.《国语·晋语》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该材料说明（ ）。

A. 商周时期手工业被官府垄断 B. 民营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C. 家庭手工业是主要经营形式 D. 手工业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3. 英文单词 CHINA是瓷器的意思，古代中国的制瓷业特别发达，世界领先，中国被西方国家
称为“瓷器大国”。下列有关中国古代瓷器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援 夏朝时期我国出现了原始瓷器
B援 宋代制瓷技术大放异彩，涌现出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等名窑
C援 唐朝有唐三彩，元代有青花瓷，明代有五彩瓷，清代有珐琅彩
D援 在欧亚非地区都曾有中国古代的瓷器出土

达标测评

1. 右图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其风格迥异于中原，但其
工艺可媲美于中原青铜器最鼎盛的（ ）。

A. 夏商时期 B. 商周时期
C. 周秦时期 D. 秦汉时期

2. 东汉杜诗发明的水排是一种（ ）。

A. 灌溉工具 B. 冶铁工具 C. 播种工具 D. 纺织工具
3. 古代手工业品中质量最好的应出自（ ）。

A. 官营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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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民营手工业
C. 家庭手工业
D. 私营企业

4. 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影响是（ ）。

A. 促进地区或行业新的社会分工
B. 促进城镇集市的发展
C. 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
D. 促成雇佣关系的产生

5. 在我国南海某处打捞起来的古代沉船中，发现了大量白瓷、青花瓷、珐琅彩等瓷器。
请推断，这一沉船事件可能发生在下列哪一个时期（ ）。

A援 唐朝 B援 宋朝 C援 明朝 D援 清朝
拓展延伸

材料一：明清时期江南手工纺织业繁荣，政府却下令“一户所领之织机不得逾百张。以抑兼

并，过则有罚”。

材料二：清朝雍正帝谕“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将多

用工匠。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

1. 这两则材料反映了统治者对手工业的发展持何种态度？

2. 这种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收获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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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课 古代商业的发展

学习导读

一、学习思路、方法技巧点拨

1. 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有哪些表现？
（员）商业兴起于先秦时期；（圆）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猿）隋唐时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源）

两宋时期商业繁荣的原因与表现；（缘）元代商业的继续繁荣；（远）明清的徽商与晋商。
2. 中国古代商业有哪些特点？
商业产生之后不断发展，到宋元时期空前繁荣；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全面繁荣；类

似于银行的柜坊、类似于汇票的飞钱和纸币很早就出现；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少。

二、重点难点阐释

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是如何发展的？

战国时期，商鞅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思想；秦代继续推行“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政策；汉朝则用

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经济措施全面控制工商业；唐中期以来，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

动，政府推行官商分利政策，商人地位有所提高；明清以后，政府重又固守重农抑商政策，限制经营、强

制摊派、低价征购、苛税盘剥等，导致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严重摧残，中国最终落后于西方。

古代商业的发展，有赖于古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城市或者市集的出现，以及社会的繁荣

稳定，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要发展，应该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政治制度与之相

对应。在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宗法制、分封制，这些政治制度保证了当时经济的发

展。秦首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古代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一政治制度的超稳定性，确保

了中国古代商业能在一定程度上向前发展。不过，由于受到古代统治者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国在

古代封建社会里，长期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

例题精讲

1. 北宋东京（今开封）“通宵不绝”的夜市和“终日居此，不觉抵暮”的瓦子（文娱场所）里，随处
可见流连忘返的市民身影。这一生活图景表明（ ）。

A援 商业活动不受时间限制 B援 市已经遍布城内各处
C援 文娱场所多由官府经营 D援 坊和市已没有区别

【解析】注意题中商业活动的时间（北宋）、夜市“通宵不绝”和可以“抵暮”的瓦子，判断这是北

宋的商业活动特点之一，打破了时间限制。月悦阅项三项在题中材料没有体现。故选 A。
2. 明后期松江人何良俊记述：“（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今去农而改业为工

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谋生）者又十之二三也。大抵以十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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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据此可知（ ）。

A援 工商业的发展造成农业的衰退 B援 工商业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动
C援 财富分配不均引起贫富分化加剧 D援 无业游民增加促成了工商业的发展

【解析】注意题中时间（明后期）百姓十分之六七不务农而经营手工业、商业这一现象的历史

原因，即工商业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人口职业结构）的变动，这也符合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上

层建筑变化的原理。故选 B。
3. 秦汉至明代，商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阶层认为商人（ ）。

A援 不事生产 B援 不尊儒术 C援 不敬宗族 D援 不纳租税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材料解读能力。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基本政策，因为

商人主要从事商品的贩运和买卖，所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大都认为商人不从事工农业生产，不创

造产品，对社会的发展没有贡献，所以贬低商人地位，商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故选 A项。
随堂精练

1.“市井经纪之家……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材料
所反映的现象发生在（ ）。

A. 汉都长安 B. 唐朝洛阳 C. 宋都东京 D. 元都大都
2.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税收成为国库财富重要来源之一的是在（ ）。

A. 北宋 B. 南宋 C. 元朝 D. 明朝
3. 汉高祖曾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用重税困辱他们。孝惠、高后时，仍不准市井之子孙仕宦

为吏。这说明西汉初年实行（ ）。

A. 休养生息政策 B. 禁止经商政策 C. 歧视商人政策 D. 打击商业政策
达标测评

1.《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云：“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
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这说明“飞钱”的主要作用是（ ）。

A援 为富商、高利贷者储存金银 B援 缓和钱币的不足，便于携带
C援 经营存款、放贷、汇兑 D援 标志着纸币的产生

2.“交子”出现在古代中国的（ ）。

A. 宋朝 B. 元朝 C. 明朝 D. 清朝
3. 明清时期实力最强的商帮是（ ）。

A. 宁波商帮和晋商 B. 宁波商帮和徽商 C. 晋商和徽商 D. 宁波商帮
4. 中国最早的商人出现在（ ）。

A. 夏朝 B. 商朝 C. 西周 D. 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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