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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命题者说：知道中外古代不同时期劳动工具的改进，理解它们对劳作方式产生的影响，

认识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

C1 古代中外的农业

第1题 第2题 第3题 第4题 第5题 第6题

第7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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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全国乙卷，24，4分)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岁)者可以衣

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

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一观点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是(　　)

      A．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　　    B．井田制度的繁荣

      C．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D．商业活动的衰退

答案：C　解析：材料主要内容是小农生产生活的景象。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孟子

能够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铁犁牛耕，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极大发展，

使小农生产取代了井田制下的集体生产，C项正确；休养生息政策源于道家无为而

治、顺其自然的观点，排除A项；这一时期井田制趋向瓦解，排除B项；这一时期，

工商食官逐渐崩溃，私营工商业不断发展，商业活动较之前而言是发展的，排除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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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湖北选考，5，3分)中国历来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自东晋起，今湖北沿

江各地堤防不断创筑和延展，相应的规章制度渐趋完善。下图呈现了清代中期湖北

分段派工修筑江堤的情形，这表明(　　)

      A.长江水患已被根治    

      B．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C．测绘技术世界领先    

      D．水利修防管理优化
湖北抢修长江、汉江堤工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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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分段筑堤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工期，这是管理优化的表

现，D项正确；“已被根治”的说法过于绝对，排除A项；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已经完成

南移，排除B项；材料中没有比较信息，不能说明当时测绘技术世界领先，排除C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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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福建选考，2，3分)下图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出土的东汉墓壁画(局

部)，描绘了农业生产的场景。据此可推知，东汉时期该地区(　　)

      A．存在大量戍边军民    B．生计方式受中原影响

      C．耕作方式日益完善    D．农耕经济占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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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据材料“描绘了农业生产的场景”可知东汉时期在今内蒙古地区

的人们生计方式受中原影响，存在农耕经济，故选B项；仅一幅壁画，未知人数与身

份，排除A项；没有对比，无法说明日益完善，排除C项；当时的内蒙古地区主要是

游牧经济，排除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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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浙江自选，2，2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非凡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兴修

了许多著名的工程。观察如图(局部)(见高考原题)，对图中所示区位，命名及标注正

确的是(　　)

      A．①—秦始皇长城    B．②—灵渠    C．③—郑国渠    D．④—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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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2·湖北选考，17，14分)[古代农书与农业]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古代农书是我国丰富农业技术经验的总结，也是了解农业历史的重要资料。

现存农书大约260种，在古代科技类书籍中名列前茅。以下为部分农书一览表：

时间 书名 主要内容

先秦
《管子·地员》《吕氏

春秋·上农》等四篇
对土壤、农时及耕作、栽培等农业技术的初步总结

西汉 《氾胜之书》 记录了以区田法为核心的耕作技术

北魏 《齐民要术》

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农书，其内容源自前代农书和作者

的生产经验，尤其注重系统总结黄河中下游地区农林

牧副渔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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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胡道静《中国古代典籍十讲》等

时间 书名 主要内容

宋代 陈旉《农书》

现存最早总结江南水稻栽培技术的农书，依托于作者

丰富的农学知识和实践经验，记述了土壤所宜以及积

肥、施肥等提高地力的技术

元代 王祯《农书》 综合性农书，其中《农器图谱》记述了大量农业工具

明代

《种树书》   专门记述果树、蔬菜、花草栽培

《农政全书》 传统农书集大成者，吸收了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农业科

技，并记录了新引进的高产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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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耕田》：“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

种，七月、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说明豆类作

物的轮作，起到了绿肥作用。《大小麦》：“冬雨雪止，以物辄蔺麦上，掩其雪，勿令

从风飞去。后雪，复如此。则麦耐旱，多实。”对降雪的利用，具有防旱保墒的作用。

——据《齐民要术》

材料三　《粪田之宜篇》：“相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主张

针对不同土壤使用不同的肥料，以达到“地力常新壮”的目的，体现了“用粪如用药”

的思想。《善其根苗篇》：“今夫种谷，必先修治秧田……大抵秧田爱往来活水，怕冷

浆死水……(水)浅深得宜乃善。”强调了秧田用水的重要性。

——据陈旉《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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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农书的特点。(6分)

①编撰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种类繁多；既有综合性农书，也有专门性农书；在

古代科技类书籍中名列前茅；共计有260多种。②内容丰富或范围广泛；包括农林牧

副渔各方面；或包括农业工具、技术、作物等多个方面。③内容来源多元或兼容并

包；或来自前人著述，或来自作者亲身体验和观察，或吸收西方农业科技。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阐述中国古代北方与南方农业生产的异同。(8分)

异：北方以旱地麦作为主，注重防旱保墒；南方以水田稻作为主，注重水资源利

用。同：精耕细作，土地集约经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维持土壤肥力，重视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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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

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是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农学经典，宋代

的《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农业技术的成就。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

书》囊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明代的《农政全书》首次增加屯垦、水利、

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是传统农学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

作。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入之前，中国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农业生产

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6．(2022·河北选考，18，18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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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1900～1903年，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中国古

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趋向。1924年，万国鼎等人编

著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农书进行系统分类编目的著作。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部于1955年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决定在南京农学院

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后，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

》《氾胜之书辑释》《陈旉农书校注》等书，得到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

高度评价；后来，研究室又以古代农书为主要资料，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

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轰动，被誉为农史

学科领域的里程碑。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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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农书编写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发

展的原因。(12分)

表现：农书出现早，形成农书编写的优良传统；农书数量增多，内容越来越丰富；

农书涉及地域由北方扩大到全国。原因：农业不断发展；农本思想与重农政策；西

方知识传入。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以来农书整理变化的特点。(6分)

从个人行为到国家事业；从资料搜集整理到农学史研究；从学习国外到产生国际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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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耕织图”是中国古代表现农业生产的图画。已发现的汉代牛耕图皆位于

北方州郡，南方地区尚未发现牛耕图像。这些农耕图像的题材内容从表现人力锄耕

逐渐变为“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嘉峪关魏晋墓室耙地图有两幅，一幅系“二牛

一人式”，一幅展现了另一种播种方式：前面一妇女播撒种子，其后一男以耰

(yōu)打碎土块以覆盖播撒下的种子。唐五代时期的牛耕图多数展现了“二牛一人

式”的耕作方式，少数为“一牛一人式”，主要发现于陕西三原李寿墓及甘肃莫高

窟等地，且数量较多。宋代是我国耕织图发展的重要时期，楼璹(shú)绘制的《耕

织图》系统描绘了南方农业耕作生产的全过程，后世依照楼图临摹和翻刻者众多。

7．(2021·海南选考，21，16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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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临摹楼图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

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耕

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

——摘编自张铭、李娟娟《历代〈耕织图〉中农业生产技术时空错位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历代耕织图呈现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10分)

变化：题材内容由原来的体现人力到体现铁犁牛耕；分布特点由北方扩展到南方

再面向全国；由墓室、佛窟作为呈现的艺术作品到官府描绘印行的日常生活用品。

原因：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文化世俗

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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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耕织图对研究古代百姓日常生活的史料价值。

(6分)

史料价值：《耕织图》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可用于研究中国古

代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方式；可用于研究统治者重视耕织、“以农为本”的思想；

可用于研究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还可用于研究书法和诗歌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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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者说：以纺织、制瓷和金属冶炼为例，认识中国古代手工业工具的进步，理解劳动

人民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C1 古代中外手工业的发展

第1题 第2题 第3题 第4题 第5题 第6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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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河北选考，3，3分)唐德宗(779—805年在位)时，“上命玉工为带，坠坏

一銙(腰带上的饰物)，乃私市以补。及献，上指曰：‘此何不相类？’工人伏罪……

”。在宰相柳浑的坚持下，有司以“误伤乘舆器服”定罪。据此可知，唐代(　　)

      A.三省六部制发生了变化       B．市坊制被打破

      C．官私手工业技术有差异    D．法律运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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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全国乙卷，24，4分)据如图(见高考原题)可知，商、西周青铜器铸造的

繁荣(　　)

      A．推动了南北农业经济进步    B．依赖大规模商业活动开展

      C．反映了南北方联系的加强    D．缘于统治区域扩大到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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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广东选考，5，3分)清代从广州出口的瓷器中，除了江西、浙江的名窑

产品外，还有广东、福建专门烧制的贸易瓷。广州等地有的瓷窑还聘请来自欧洲的

画师，负责在瓷坯上绘制欧风图像。这种现象反映当时(　　)

      A．广州处于中外交流的前沿    B．出口瓷器产自官营手工作坊

      C．西方艺术在中国颇受欢迎    D．重农抑商政策受到明显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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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1·北京等级考，4，3分)唐代以来，中国瓷器远销欧洲。明末“海禁”后，

瓷器出口大幅减少，同时期日本学习中国制瓷技术，生产出色彩艳丽的伊万里瓷，

在欧洲广受欢迎。清前期，景德镇出产的瓷器借鉴伊万里瓷的艺术设计，质优价廉，

重新占领欧洲市场。中国瓷器再次畅销欧洲的原因是(　　)

①制瓷技术保持世界领先　②艺术设计注重借鉴创新　③官营制瓷业占主导地位　

④国内民众的购买力下降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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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根据材料可知，古代中国瓷器远销欧洲，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

国的制瓷技术高超，领先世界，而且清前期技术创新，重新占领了欧洲市场，①②

正确，A项正确。明中叶以后，中国的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根据所学知识可知，

中国瓷器在国内的消费量较大，③④错误，排除B、C、D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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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0·课标Ⅱ，27，4分)明代官营手工业实行工匠制度，生产官府所需物资。

明中叶后，官府往往直接向匠户征收银两而不征用其生产的产品，此现象持续增多。

这反映了(　　)

      A．白银已取代其他货币        B．雇佣劳动成为主要用工方式

      C．民营手工业发展受挫        D．官营手工业的地位遭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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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明代官营手工业发展。由材料“官府往往直接向匠户

征收银两而不征用其生产的产品”可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用货币征收取代了对

匠户的实物征收，匠户不再专注于生产政府所需的物资，有机会进入民营手工业谋

生，这可促进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削弱官营手工业的地位，故D项正确，C项错误；

材料未提及其他货币，“取代”说法错误，故A项错误；明代虽然出现雇佣劳动，但

是并未成为主要用工方式，故B项错误。



高考·历史

第27页

第二十七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6．(2018·课标Ⅰ，26，4分)北宋前中期，在今四川井研县一带山谷中，密布着成

百上千个采用新制盐技术的竹筒井。井主所雇工匠大多来自“他州别县”，以“佣身赁

力”为生，受雇期间，若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辄另谋高就。这反映出当时(　　

)

      A．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B．手工业者社会地位高

      C．雇佣劳动已经普及        D．盐业专卖制度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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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答案：A　解析：A对：根据材料“密布着成百上千个采用新制盐技术的竹筒井”“

井主”可知民营手工作坊众多；手工业者“若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辄另谋高就

”，也说明当地民营手工业作坊多，手工业者选择空间大。综合以上信息，可知这一

时期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B错：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工商业基

本都采取压制政策，故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C错：“已经普及”说法与史实

不符。D错：材料仅体现了北宋前中期在今四川井研县一带的制盐业情况，不能体

现盐业专卖制度解体。



高考·历史

第29页

第二十七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01古代的劳作方式

  劳作方式 特点 代表

农业

集体劳作  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工具简单 
商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制

(井田制)；奴隶集体耕作 

家庭式劳作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

给自足 

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

古希腊罗马的家庭劳作 

庄园式劳作

生产力不够发达；国家中央权力弱

而地方割据权力强；生产的社会化

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低；劳动者存在

人身依附关系

罗马共和国的奴隶制庄园

欧洲中世纪的庄园

中国魏晋时期的坞堡（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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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手

工

业

家庭式劳作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散生产

 
手工业者世代传承，或父

子相继，或师徒传授；统

治者登记造册进行管理
民营作坊 

 以作坊为场所集中生产
官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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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命题者说：以大机器生产、工厂制度为例了解近代以来生产工具的进步，认识生产工具

在改变人们劳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作用。

C1 西方近代以来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的变化

第1题 第2题 第3题 第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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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1．(2022·广东选考，13，3分)18世纪后期英国机器费用昂贵，工厂主想方设法让

工人尽可能多干活。原来在工作中习以为常的唱歌、打瞌睡、喝酒、嬉戏等行为一

概被禁止。这可以用来说明，当时(　　)

      A．机器出现使工业结构发生根本变革    B．生产方式的转变推动了社会分化

      C．蒸汽时代手工工人的生活境遇恶化    D．物价上涨制约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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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英国机器费用昂贵，工厂主想方设法让工人尽可能多

干活”，可知机器生产的推广使资本家尽可能地通过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来降低生产
成本，导致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日益明显，B项正确；工业

结构主要体现在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重变化，排除A项；手工工人主要存在于工场

手工业时期，蒸汽时代工人们主要使用机器生产，排除C项；材料只是强调工业革

命时期英国的机器费用昂贵，而且机器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排除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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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2．(2022·全国甲卷，34，4分)蒸汽机发明后，日益成为欧美国家雇佣大农场机器

动力的重要来源，需要多人协同操作。20世纪初，农业机器的使用变得个人化、小

型化，家庭农场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缩小了与雇佣大农场的差距，后者日趋衰落。这

一系列变化表明(　　)

      A．内燃机的应用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B．农业技术发展导致失业人口大量增加

      C．蒸汽机成为农业生产的机器动力来源    

      D．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依赖于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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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根据材料可得出，20世纪初，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内燃机的发明与使用，使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及组织

形式发生变化，A项正确；材料不能体现失业人口增长，排除B项；材料反映的是内

燃机的影响，排除C项；农业生产效率依赖于科技，排除D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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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单元 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3．(2021·浙江1月选考，18，2分)18世纪后半期，韦奇伍德的陶瓷不仅迅速占据

了英国市场，而且不到20年就将中国瓷器逐渐挤出欧洲，其出口率达到总销量的

80%。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A．通用部件标准化生产    B．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

      C．制陶业工厂制的建立    D．自由贸易成为英国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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