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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者说：①结合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认识农业出现的意义，文明具有多样性；②了

解新航路开辟后食物物种交流的特点，辩证地认识其影响；③通过食物生产、储备等方

面的进步，了解农业的现代化；认识饥饿和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与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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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湖北选考，1，3分)象形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创字时的生态环境、

经济生活和思想观念等。下表是“农”字的演变历程，其创意是在树木众多的地方以

蜃(蚌壳)制工具从事劳作。“农”字的创制可反映当时(　　)

      A.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       B．渔猎采集的劳动方式

      C．形神兼备的书画艺术    D．原始农耕的生产状况



高考·历史

第4页

第二十六单元 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

答案：D　解析：据材料“其创意是在树木众多的地方以蜃(蚌壳)制工具从事劳作

”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在原始的自然条件下，采用简陋的石器、棍棒等生产工具，

从事简单农事活动，耒耜和锄是当时的主要农具，“农”字的创制可反映当时原始
农耕的生产状况，D项正确；材料内容没有涉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排除A项；渔

猎采集的劳动方式最主要的工具是石头和草绳木叉等，排除B项；C项与材料主旨无

关，排除。故选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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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北京等级考，14，3分)19世纪70～80年代，美国商人斯威夫特创办了肉

类加工厂，把屠宰和包装分成几道独立工序，利用传送带进行流水作业，并雇佣工

程师设计冷冻车厢，以便长途运输鲜肉。他还陆续开办工厂，利用肉类加工厂的下

脚料生产肥料、肥皂和甘油等。斯威夫特的经营模式(　　)

①体现了产业分工不断细化　②得益于铁路交通业的发展　③成为近代机械生产的

开端　④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范本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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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材料“把屠宰和包装……流水作业”体现了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

故①正确；“并雇佣工程师设计冷冻车厢，以便长途运输鲜肉”说明当时铁路运输业

得到发展，能够长距离的运输货物，故②正确；“开端”说法错误，第一次工业革命

期间就已开始了近代机械生产，故③错误；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

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

素质的过程，斯威夫特创办的肉类加工厂是加工业，不属于农业，故④错误；A项

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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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江苏等级考，11，3分)据袁隆平回忆，位于井冈山南麓的桂东县是全国

率先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的地区之一。1975年全县仅试种水稻98.88亩，次年便在全县

迅速推开。当地民谣传唱：“层层梯田持山腰，银河两岸种杂交。”这反映了(　　)

      A．当地提高粮食产量的迫切愿望    

      B．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C．杂交水稻试种成败取决于环境    

      D．桂东县率先实现了粮食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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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据材料“1975年全县仅试种水稻98.88亩，次年便在全县迅速推

开”，可知杂交水稻试种一年后，短时间内便在全县迅速推广，反映了当地提高粮食

产量的迫切愿望，故选A项；当时地方政府“以阶级斗争为纲”，排除B项；杂交水稻

试种成败取决于科技进步，环境只是重要因素之一，排除C项；材料只提到杂交水

稻推广，并未提到产量，无法说明实现粮食自给，排除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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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天津等级考，13，3分)有学者指出，1950年至1985年，世界人口增长了

1.9倍，世界谷物产量增长了2.8倍；但能源消耗量增长了3.7倍，全球粮食作物的种

植面积自1981年后逐年下降。由此可见(　　)

      A．经济全球化的迫切性　    

      B．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C．南北不平衡的危险性    

      D．世界多极化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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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本题从材料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但产量却大

幅度提高，说明农业科技进步；而能源消耗量增长远远超过粮食增长，说明能源消

耗过大；由此可以得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故B项正确。材料信息与A、C、D三

项均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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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2·山东等级考，11，3分)如图(见高考原题)为世界物种交流过程中两种作

物的传播路线示意图。两种作物是(　　)

      A．小麦、玉米    B．玉米、水稻    C．小麦、甘蔗    D．水稻、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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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1·福建选考，5，3分)据文献记载，乾隆年间，河南巡抚陈宏谋“募闽人种

红薯”；江西大庚县知县余光璧也在当地大力推广种植并“告以种法”。上述史料可用

来说明当时(　　)

      A．富民思想的践行　    B．新农作物的传播

      C．饮食结构的改变　    D．人地矛盾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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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马铃薯主要传播路径示意图(见高考原题)

(虚线代表1492年哥伦布探险以前，实线代表16世纪以后)

——据[日]21世纪研究会编《食物的世界地图》

7．(2023·浙江1月选考，25，16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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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在16～18世纪繁荣的中欧贸易中，瓷器、漆器、织物、壁纸、家具和

玩具等各式各样的中国特产涌入欧洲，饮茶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丝绸与瓷器的

魅力促使欧洲人致力于将其生产本土化。

1753年7月24日，瑞典王后收到国王赠送的一件特殊生日礼物：一座木结构的中

国屋。她描述道：“我的长子穿得像个中国王子一样在入口处恭候，随侍的王室侍

从则扮成中国文官的模样……里面有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印度风格装饰成的大房间，

四角各有一只大瓷花瓶。……欣赏过所有东西之后，国王陛下下令演出一场配土耳

其音乐的中国芭蕾。”

——摘编自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高考·历史

第15页

第二十六单元 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

材料三　为加强对印度的统治，1853年，英国议会通过一个新特许状法案，规

定印度文官应向全体英国臣民开放，实行公开竞争考试。但印度人进入印度文官殿

堂的大门非常狭窄。……印度成为主权共和国后，肯定了当时已存在的印度行政官

等系统，并根据宪法有关规定制定了全印文官法。文官分为全印文官、邦文官和中

央文官。

——整理自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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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材料一，写出马铃薯的洲际传播路径。结合所学，概括马铃薯成功跨洋传

播的必备条件。(6分)

路径：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洲等洲。条件：新航路的开辟；人口跨洋迁移；马

铃薯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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