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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第 1 课 发达的古代农业

课标导学

课标要求: 知道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了解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重点: 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难点: 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知识框架

基 础 梳 理

一、早期农业生产的出现

1. 原始农业

( 1) 起源

①时间: 距今 左右。

②地位: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是世界

上最早培植 和 的国家。

( 2) 耕作方式: 。

( 3) 生活方式: 经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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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周时期

工具 农具以及木制的 和石锄等

技术 开沟排水、 、沤制绿肥与

农作物 粟、稻、黍、稷、麦、桑、麻等

3. 影响: 人们的生活从频繁 开始走向 。

4. 特点: 中国农业 ， ，奠

定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基础。

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 耕作方式

( 1)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使用 和牛

耕并将其逐渐推广。

( 2) 西汉赵过推广 ，后来又出现 。

( 3) 东汉时使用耦犁的牛耕方法已推广到

。

( 4) 隋唐时期，江东地区出现 ，安装了

，至此我国耕犁已相当完善。

2. 耕作技术

( 1) 春秋战国: 已使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耕作方

法——— 。

( 2) 西汉: 赵过推行 。

( 3) 魏晋南北朝: 北方旱地的 技术形成，

南方的水田也采用 技术。

3. 耕作制度

( 1) 两汉: 以 为主。

( 2) 宋朝以后: 江南逐渐形成稳定的稻麦轮作的

制，有些地方形成 制。

4. 灌溉技术

( 1) 水利工程: 战国时期的 、汉朝的

、白渠和龙首渠等。

( 2) 灌溉工具: 曹魏时改制 ; 唐朝创制

; 宋朝出现利用水力的高转筒车; 明清

出现 。

( 3) 作用: 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三、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 条件

( 1) 中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经历了从

到 的变化。

( 2) 的出现和 的逐渐推广，提高了

社会生产力。

( 3) 的确立。

2. 特点

( 1) 组织形式: 以 为单位男耕女织

的小农经济。

( 2) 生产目的: 主要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和

。

( 3) 生产技术: 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我国农业的

作出了贡献。

3. 作用

( 1) 积极: 小农经济下的农民，拥有一定的 、

或耕畜等生产资料，具有生产积极性。

( 2) 局限: 经营规模小，徭役沉重，十分脆弱。

特别提醒 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不完全等同。小农

经济强调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形式; 自然经济强调

其生产不以交换为目的，是相对于商品经济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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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疑 难 剖 析

一、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1. 历史地位: 中国是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世界农业

起源中心之一。

2. 生产组织形式: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

封建社会形态的基础，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

的主要动力。

3. 土地制度: 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古代中国土地所有

制的主要形式。

4. 农业生产结构: 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相结合，以种

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

5. 农耕技术 : 以铁犁牛耕为主，不断改良生产工具

和生产技术，重视水利的兴修，使精耕细作的农

业生产模式日益完善。

例题 1 《耕织图·耕图》为南宋作品，为历代帝王推

崇和嘉许。清康熙帝命画家重新绘制了该作品 ( 下

图) ，也真实地反映了清代生产方式。该作品主要反

映出清代 ( )

A. 出现一牛一人的耕作技术

B. 农耕技术没有突破性发展

C. 铁农具与犁耕技术开始流行

D. 出现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解析 本题考查对中国古代农耕方式所反映的本质特征

的理解。解答本题一要观察图，理解图中信息;二要抓住

清代的时间限制，分析古代农耕技术未发生变化的本质。

观察图可知，清代仍为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说明中国的

农耕技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B 项符合题意。一牛

一人的耕作技术早在汉代就出现了，排除 A 项; 铁农具

与犁耕技术开始流行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排除 C 项; 小

农经济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排除 D项。

答案 B

二、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及作用

1. 特点

( 1) 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精耕细作。

( 2)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 3) 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 作用

( 1) 积极性

①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是推动精耕细作

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

②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系到封

建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政权的安危。

( 2) 局限性

①自然经济始终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占据主导

地位; 自然经济的牢固存在，是中国封建社

会发展缓慢和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②农民承受沉重的封建剥削，阶级矛盾尖锐，

导致农民起义。

例题 2 唐代诗人王维在《丁寓田家有赠》一诗中写

道:“晨鸡鸣邻里，群动从所务。农夫行饷田，闺妾起

缝素。”对其解读错误的是 ( )

A.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B.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C. 男女分工明确

D. 田园生活自然悠闲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

仔细阅读归纳材料关键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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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解读。从“农夫行饷田，闺妾起缝素”可以推断

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和男女分工明确 ; 中

国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B 正确。古代

中国农民负担沉重，不可能出现生活自然悠闲的

情况，从诗歌内容也难以推断出田园生活自然悠

闲，故答案为 D。

答案 D








随 堂 演 练

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 ( )

A. 铁犁牛耕

B. 男耕女织

C. 刀耕火种

D. 精耕细作

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传统农业在唐代发展到一个

新水平的是 ( )

四川都江堰举行清明放水节是以纪念李冰为主要

内容的“祀水”活动，历史记载距今已有 2 200 余

年的历史。李冰和都江堰被长久纪念主要是因为

( )

A. 引领了兴修水利的潮流

B. 为减震救灾作出了贡献

C. 浇灌土地促进生产发展

D. 使关中平原成为沃野

黄梅戏《天仙配》里有一段唱词: “你耕田来我织

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古代中国传统经济的

写照。下列有关这种经济的叙述正确的是

( )

①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 ②是一种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

③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④它与市场的联系

十分密切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③

D. ①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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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巩 固 训 练

如果要再现我国古代先民在原始农业发展中的突

出贡献，最好选择 ( )

A. 使用铁锄清除杂草

B. 展示耒耜的发明过程

C. 使用青铜器松土

D. 用铁犁翻耕土地

图一是商周时期的骨耜，图二是西汉二牛一人的

犁耕。从图一到图二的变化反映了我国古代

( )

A. 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

B. 农业耕作方式的变化

C．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D. 农业灌溉技术的进步

西周时“一人跖 ( 踏) 耒而耕，不过十亩”。战国

时，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

石半，为粟百五十石。”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包括

( )

①铁农具、牛耕的推广 ②水利工程技术的进步

③社会秩序的稳定 ④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

A. ①③④

B. ①②④

C. ①②③

D. ②③④

西汉桑弘羊说: “铁器者，农夫之死士 ( 敢死的勇

士) 也。”他这样说的主要原因是 ( )

A. 当时农民必须用铁器

B. 农业生产开始使用铁器

C. 当时冶铁业技术提高

D. 铁器成为必备生产工具

“代田法”是先把田地开成一条条深宽各一尺的

垄和沟，第一年把庄稼种在沟里，出苗后，逐渐把

垄上的草和土培到苗根上; 第二年在原来的垄上，

再如法开沟栽种。这种农业生产技术所表现的特

点是 ( )

A. 广种薄收

B. 少种多收

C. 休耕轮作

D. 精耕细作

宋代江苏吴郡“地沃而物夥，稼则刈 ( 收割) 麦种

禾，一岁再熟”。这表明了 ( )

A. 垄作法得以推广

B. 套作制的普及

C. 一年两熟制出现

D. 一年三熟制产生

农谚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

结晶，它对于农业生产必然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如“白露早，寒露迟，秋分草子正当时”“早稻水上

飘，晚稻插齐腰”“寸麦不怕尺水，尺麦但怕寸

水”。以上三则农谚反映了 ( )

A. 劳动人民根据气候来安排农业生产

B. 劳动人民懂得尊重自然规律

C. 农业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生产部门

D. 我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特点

《说文解字》关于家的解释: “从宀，豭( jiā ) 省声。

周伯温曰: 豕居之圈曰家，故从宀从豕。”材料反

映出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特点是 ( )

A. 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

B. 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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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

D. 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

《吕氏春秋》记载:“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

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这句话指出了 ( )

A. 男耕女织的重要性

B. 重农抑商的必要性

C.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

D. 古代农业的落后性

秦民歌: “七月流火，过我山陵。女儿耕织，男儿

做兵。有功无赏，有田无耕。有荒无救，有年无

成。悠悠上天，忘我苍生。”这首民歌可以反映中

国古代 ( )

A. 小农经济极其稳定的特征

B.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

C. 小农经济完全依赖自然

D. 小农经济受火灾的危害

中国古代以先进的农业文明闻名于世。农耕作为

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支撑着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

和社会生活。根据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材料二 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

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

绪捆布縿，此其分事也。

———《墨子·非乐上》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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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

———白居易《朱陈村》

( 1) 材料一两幅图片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

面有什么变化? 这种变化最早始于何时?

( 2) 材料二、三反映了我国古代农业怎样的生产

方式? 它有何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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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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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课标导学

课标要求: 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重点: 古代手工业的重要成就; 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品种繁多，享誉世界; 民营手工业艰难发展，后来居

上; 家庭手工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难点: 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知识框架

基 础 梳 理

一、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 发展历程

( 1) 夏、商、周时期:以 为代表的手工业，由

官府垄断。

( 2) 春秋战国时期: 继续发展。

( 3) 西汉武帝后: 等行业都收归

官办。

2. 主要特点

( 1) 在手工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 2) 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 。

( 3) 凭借 ，征调优秀的工匠，使用上等原

料，生产不计成本，产品大多精美。

( 4) 素称发达， 等行业一直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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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保持领先地位。

3. 重要成就

( 1) 冶金业

项目 概况

冶铜

原始社会晚期，掌握冶铜技术

时代，进入繁荣时期

冶铁

西周晚期，已有铁器

两汉，高炉炼铁

东汉，杜诗发明

炼钢

两汉，炒钢技术

南北朝，

( 2) 制瓷业

①商朝: 已烧制出原始瓷器。

②东汉: 烧出成熟的 。

③北朝: 烧出成熟的白瓷。

④唐朝: 形成 两大制瓷系统，代表

瓷器有越窑的秘色瓷等。

⑤宋朝: 制瓷技术大放异彩，瓷窑遍布全国各

地，出现 。

⑥明清: 种类丰富，有 、彩瓷、

; 著名瓷都景德镇。

( 3) 丝织业

①先秦: 商朝已有织机，能织多种丝织品; 西周

能生产 织物。

②西汉: 长安的 有数千工人; 马王堆

出土素纱单衣。

③唐朝: 以轻盈精湛著称，还吸收 的织

法和图案风格。

④宋朝: 品种繁多，织锦吸收 中的写实

风格。

⑤明清: 丝织品超过前代，缎成为清朝丝织品

的代表; 出现苏州、杭州和南京等著名丝织

业中心。

思考 1 古代官营手工业，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提示 优势: 国家扶持; 资金充足，设备先进; 经营规

模大，分工细密; 工匠技术水平高。劣势: 管理腐败，

成本高昂; 工匠劳动积极性低。

二、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1． 主要形式

( 1) 家庭手工业: 农户的副业，产品主要用来

和 ，剩余部分出售。

( 2) 民营手工业: 民间私人经营，主要生产

的产品。

2. 曲折历程

( 1) 春秋战国至秦汉: 获得发展。

( 2) 魏晋南北朝: 遭受摧残。

( 3) 隋唐: 恢复和发展。唐朝朝廷赋税户调的布、

绢、锦等，大多出自农夫织妇之手。

( 4) 元朝: 黄道婆推广先进的 ; 改变

了 的纺织品比例。

( 5) 明中叶以后: 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民营

手工业超过 ; 使用花楼机。

3.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 1) 原因: 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 2) 状况

①明朝中后期， 一些手工业部门开始出

现。②清朝时，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发展。

( 3) 特征: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两者形成

的关系。

思考 2 长期占据古代手工业主导地位的官营手工

业，从明朝中叶开始为什么会被民营手工业超越?

提示 ( 1) 官营手工业自身的弊端。( 2) 明清时期生

产力及商品经济的发展( 原料; 市场扩大; 经营方式

变化) 。 ( 3 ) 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提供劳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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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1． 丝绸西传

( 1) 开始，中国丝绸远销亚洲和欧洲，获得

“丝国”的誉称。

( 2) 运送丝绸产品的商路被后世称为“

”。

2． 瓷器与制瓷技术的西传

( 1) 起，我国瓷器大量远销国外。

( 2) 明代: 烧制带有阿拉伯文和梵文装饰图案的

瓷器。

( 3) 清代: 根据欧洲商人的 ，专门烧制西餐

用具和鱼缸等。

( 4) 从 开始，欧洲国家开始生产瓷器。














疑 难 剖 析

一、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的基本特点

1． 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长期领先世界。

2． 多种经营模式长期并存。春秋战国以前，手工业由

官府统一经营; 春秋战国以后，形成官营手工业、民

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长期并存的局面。

3． 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

动分工越来越细。

4． 手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与工场手工业出现。

唐宋以来民营手工业显著发展，到明朝中叶超

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在某些部门开始

出现雇佣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

5． 经济重心南移与手工业生产布局成相应变化。

6． 古代手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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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据史书记载: 佛山冶铁，每一炉场，“环而居者

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

炭者二百有余”。材料说明了这一时期 ( )

A.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B. 生产技术的提高

C. 生产规模的扩大

D. 手工业产地分布广

解析 材料主旨大意为 : 佛山冶铁的人数多，分工

细，各司其职。总体上说明佛山冶铁业的生产规

模扩大。资本主义萌芽的本质特征是出现雇佣关

系，材料并未涉及，A 项排除 ; 生产技术的提高和

手工业产地分布广，也不能从材料体现出来，排除

B、D。

答案 C

二、中国古代手工业经营形态

经营形态 管理方式 产品用途 流通方式

官营手

工业

由政府直接经营，进

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

武器等军用品和官

府、贵族生活用品
不在市场流通

民营手

工业
民间私人自主经营 民间消费 在市场流通

家庭手

工业
农户的副业

供自己消费和交纳

赋税

剩余部分在市

场上出售

例题 2 《汉书·贡禹传》记载:“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

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

织室亦然。”“三服官”“东西织室”代表的手工业特点

不包括 ( )

A. 规模大

B. 耗费大

C. 政府设置机构管理

D. 产品进入市场流通

解析 本题考查官营手工业的特点。由材料中“三服官

作工各数千人”可以看出是规模大;由“一岁费数钜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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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是耗费大; 由“工官官费”可以看出是由政府

设置机构管理，因此 A、B、C 三项均正确。官营手工业

的产品不在市场流通，D 错，符合题意。

答案 D



随 堂 演 练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历史悠久，素称发达。下列手

工业的经营形态代表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技艺最

高水平的是 ( )

A. 民间手工业

B. 官营手工业

C. 私营手工业

D. 家庭手工业

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等精美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

铜铸造繁荣时代的代表作。它们铸造于 ( )

A. 原始社会

B. 商周时期

C. 秦汉时期

D. 隋唐时期

中国空间技术首席专家叶培建曾表示:“中国将在

2013 年发射嫦娥三号卫星，将在世界上首次实施

窥探月球内部的工作。”30 多年前( 1980 年) 湖南

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了包含“嫦娥奔月”内容

的帛画，由此可以看出 ( )

①丝织品是当时百姓的主要衣料 ②汉代丝织技

术达到了很高水平 ③汉代的绘画水平已经相当

高超 ④中国人实现了两千多年前的飞天梦想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下图是中国古代利用水力提高生产效率的一项装

置示意图，这项装置主要应用于 ( )

A. 纺织

B. 灌溉

C. 冶铁

D. 制陶


































巩 固 训 练

南京云锦集历代织造工艺之大成，位列中国古代

三大名锦之首，其织造工艺中的挑花结本技术十

分神奇。“七个范子，八个障子”就能把杂乱无章

的线理得井井有条，成语“七上八下”就出自云

锦。古代中国南京云锦最有可能生产于 ( )

A. 民营手工业

B. 官营手工业

C. 田庄手工业

D. 家庭手工业

青铜器在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古书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说明当时我国的

青铜器主要属于 ( )

A. 农具和酒器

B. 礼器和兵器

C. 礼器和农具

D. 兵器和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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