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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 2《经济与社会生活》【教材问题答案】

第 1 课  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

1.学思之窗

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①，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

划分。各个家庭家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②；同时也炸毁了

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

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进行的……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3 页。

恩格斯这段话描述的是什么？发生在哪个历史时期？

[注释]①新的分工：进入文明时代前，商业贸易从农业中分离出来。②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原始社

会后期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

[解读]本段材料节选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第九章。材料主要论述了第三次社会大

分工后，家庭财产差别所带来的私有制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冲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业贸易从农业中的

分离，这次分工进一步带来了家庭的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不仅导致了氏族公社的瓦解，也巩固了正在

形成的私有制。教学中要使学生明确私有制不是亘古不变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必将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走向消亡。

答案提示

恩格斯描写的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贫富分化和阶级的产生，私有制的确立瓦解了原始社会组织。 

2.思考点

与食物采集者相比，食物生产者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案提示

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体现为从攫取经济转变为生产经济，从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生产自己需要的产

品，改变了纯粹依赖自然资源的状况。食物结构的变化，体现为除了采集果实和猎取动物之外，人类开始

食用自己生产的粮食和蓄养的动物。农业生产增加了人类的食物供应，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生产方式

的变化，主要是由原来流动的采集狩猎变为相对固定在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经济形态上，农业的产生改

变了原始人群混合的谋生方式，经济门类逐步产生，不同经济门类的生产方式也开始出现。社会组织方面，

农业的出现使人类从迁徙过渡到定居，从最初搭建临时窝棚演变为修筑长期的住所，并逐步形成聚落。随

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部分人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制陶、采矿等手工业劳动。食物生产也

为一部分人从事原始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宗教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3.问题探究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①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②乃始教民播种五谷，

相土地宜燥湿肥墝③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

——[西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

教民农作。



第 2 页 共 14 页

——[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号》

上面两段材料对远古人类生活和农业起源的描述有何不同？结合相关史实，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注释]①蠃蛖（bàng）：水中的螺贝类动物。②神农：传说为三皇之一，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③墝

（qiāo）：古同“硗”，土地坚硬不肥沃。

[解读]这两段材料的核心在于神农氏为什么教民种五谷。依据《淮南子》的描述，神农教民种五谷的

原因在于茹毛饮血的生活对民众身体不利，为避免疾病伤害而种植五谷。而依据《白虎通义》记载，神农

“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的原因是“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

禽兽不足”。原因解释有所差异，但都能够说明，神农氏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原始农业产生的时代。

答案提示

关于远古人类的生活，上面两段材料都从食物角度作了描述。第一段材料认为远古人类采集树木果实

和昆虫作为食物，第二段材料认为远古人类以禽兽的肉作为食物。关于农业的起源，第一段材料认为是因

为人类以果实和昆虫为食，容易产生疾病或中毒，于是发明了农业，播种五谷作为食物。第二段材料认为

是因为人口增长，禽兽不足，于是发明农业。这两段材料都是古人对远古人类生活和农业起源的推测，有

一定道理，但不全面。远古人类靠采集和渔猎获取食物，其食物来源既有植物果实、昆虫，也有禽兽。农

业的起源有多种因素，两段材料各提到一种因素。除这两种因素之外，人类对动植物生长发育知识的掌握，

也是农业产生的因素，而且是主要因素。 

4.学习拓展

查找资料，了解汉朝栽培的蔬菜有哪些种类。

答案提示

根据《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南都赋》等文献记载所作的统计，汉朝栽培蔬菜有 20 余种。从史游

《急就篇》载“葵韭葱薤蓼苏姜，芜荑盐豉醯酢酱，芸蒜荠芥茱萸香，老菁蘘荷冬日藏”的记录也可以看

出秦汉时期蔬菜品种已很丰富。汉朝栽培的蔬菜，从域外引进的主要有苜蓿、黄瓜、茄子、豌豆、豇豆等。

苜蓿在引进之初是作为优良牧草，后逐渐演变为夏季蔬菜。西汉《灵枢经·五味》载：“五菜：葵甘、韭

酸、藿咸、薤苦、葱辛。”文中所谈就是当时最常见的五种蔬菜：葵、韭、藿、薤、葱。汉朝人蔬菜种类

已趋向多样化。 

5.史料阅读

今辽东①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

——[东汉]崔寔：《政论》

[注释] ①辽东：郡名，辖境相当于今辽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带。

[解读]这段史料出自东汉崔寔的《政论》。该文阐发了崔寔的政治主张，其中也提到当时的农业生产

情况。文章中先说西汉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作，长安京畿地区犹赖其利。再介绍辽东的犁耕之

法：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从中可以看出，西汉时赵过在长安京畿地区普及牛耕。到

东汉时，牛耕已经推广到辽东。

第 2 课  新航路开辟后的食物物种交流

1.学思之窗

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

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①，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②之地遍行栽播。



第 3 页 共 14 页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万历庚辰，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

公凯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壬午夏，乃抵家焉。……初，公至自安南也，以薯

非等闲物，栽植花坞，冤白日，实已蕃滋，掘啖益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

——[清]《凤岗陈氏族谱》

依据上述材料，谈谈甘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注释] ①时：通莳，移植、栽种。②确：坚硬。

[解读]甘薯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3）《大理府志》中关于“紫蓣、白蓣和红蓣”

的记载。明朝时，甘薯由印度、缅甸传入中国云南，这是甘薯传入中国最早的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是从

越南传入广东。第二段材料就描述了陈益在万历八年（1580）随友人乘船至安南（今越南），当地酋长以

礼相待，每次宴请，都有味道鲜美的甘薯。但当地法例严禁薯种出境。陈益以钱物疏通了酋长，在他们的

帮助下得到薯种，于万历十年（1582）夏设法带着薯种回东莞，先将甘薯栽植于花坞繁殖，此后进行扩种。

以上材料展现了甘薯传入中国的具体路线，即从菲律宾、越南传入中国，此后得以种植推广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新航路开辟之后，甘薯先从美洲传入欧洲，此后传入亚洲等地，通过民间的海外

贸易流入中国。

答案提示

甘薯原产于美洲，哥伦布将其带回国，然后经葡萄牙人传入非洲，并由太平洋群岛传入亚洲。甘薯最

初引入中国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当时福建华侨陈振龙常到吕宋（今菲律宾）经商，发现吕宋出产的甘薯产

量最高，于是他就耐心地向当地农民学习种植之法。后来经过陈氏家族的推广，甘薯在中国传播开来。由

此可见，甘薯的传入是海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同时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与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

半”有密切关系。 

2.思考点

食物物种交流怎样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提示

食物物种交流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原有的饮食

结构，逐渐形成了新的饮食文化。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很多地区面临的粮食紧缺问题得以缓解，保障了人

们的基本生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往一些奢侈消费品变成了日常消费品，丰富了普通人的生活。 

3.问题探究

露兜子产广东，一名波罗……又名番娄子。形如兰，叶密长大，抽茎结子，其叶去皮存筋，即波罗麻

布也。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农作物的交流，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人类社会？

[解读]《植物名实图考》是清朝吴其溶编撰的植物学著作，共载植物 1714 种，分谷类、蔬类、山草、

曝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类、木类 12 类。书中一般一物一图，图文对照。附图绝

大多数系写生而成，文字则主要介绍植物的产地、形态、颜色或性味、用途等。

菠萝，又称风梨、地菠萝、草菠萝、露兜子，原产中南美洲的热带丛林，大约 17 世纪始由葡萄牙人传

入澳门，然后从澳门传入广东、福建、海南，再由大陆传入台湾。《植物名实图考》对菠萝在中国的产地、

形状、味色等作了描绘。



第 4 页 共 14 页

答案提示

保障粮食供应，缓解饥荒，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增加粮食产量，促进人口增长；改变当地原有的饮食

结构；改变当地生态环境；等等。确定角度和答案要点后，可以运用所学史实作为证据，论证每个观点。 

4.学习拓展

查找资料，写一篇短文介绍美洲的菠萝在中国引种和传播的情况。

答案提示

说明菠萝的引进与新航路开辟、对外贸易、对外交往的关系，概括菠萝的推广在区域上的特点，分析

菠萝的推广过程与气候、土壤、地形之间的关系。 

5.史料阅读

蕃柿①：一名六月柿，茎似蒿，高四五尺，叶似艾，花似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二三十实，缚

作架，最堪观。火伞火珠，未足为喻。草本也，来自西蓄，故名。

——[明]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

[注释]①蕃柿：即番茄。在唐宋至元明时期的史书中，“西番”指广泛分布于今青海、甘肃等地的西

羌或吐蕃民族，明清时期“西番”又被称作“巴苴”。此处“蕃”意指非本国特产。

[解读]《二如亭群芳谱》是明朝王象晋编写的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天启元年（1621）刊印。全书分

元亨利贞四部，按天、岁、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药、木、花、卉、鹤鱼等谱分类，并且对每一

种植物都详叙形态特征、栽培、利用、典故和艺文。该书在亨部果谱的附录中有蕃柿的记载，书中只描述

了蕃柿的形态特征，没有栽培、利用和典故等方面的内容。 

番椒：丛生，白花。子俨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子种。

——[明]高濂：《遵生八笺》

[解读]《遵生八笺》是明朝高濂撰写的养生专著，刊于 1591 年。正文 19 卷，目录 1 卷。全书分为《清

修妙论笺》《四时调摄笺》《起居安乐笺》《延年却病笺》《饮馔服食笺》《燕闲清赏笺》《灵秘丹药笺》

《尘外遐举笺》八笺。

该书描述了番椒的形态和味道。番椒即辣椒，16 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传入路线大约是台湾一两广一贵

州一湖南一四川一陕西等地。 

邑境山多田少，居民倍增，稻谷不足以给，则于山上种包谷、洋芋、荞麦、燕麦或蕨蒿之类。深林剪

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

——[清]袁景晖：《建始县志》

[解读]这段史料描写的是玉米传入中国后得以广泛种植，解决了“稻谷不足以给”的问题，即玉米高

产的特点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玉米种植的推广也带来了环境问题。

清朝中后期，在南方部分地区甚至引发了生态环境的危机，导致部分地区出现饥荒，威胁社会稳定。

最终，清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棚民开山，种植苞谷”，以缓解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因此，由这段材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认识新物种传播的影响：一方面可以解决粮食供给不足等社

会问题，促进人口增长；另一方面带来环境问题，如水土流失等。

第 3 课  现代食物的生产、储备与食品安全

1.学思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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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遭受饥饿和贫困折磨的人数现已逾 10 亿，这一事实让我们感到震惊。……粮食安全、农业和农村发

展方面长期投资不足所产生的影响，又因近期粮食、金融和经济危机等因素而雪上加霜。

……

4.从现在起到 2050 年，为养活预计超过 90 亿的世界人口，农业产量估计需增长 70%。……粮食不应当

用作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我们重申国际合作和团结的重要性并要避免采取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

章》不一致并可能危及粮食安全的单方面措施。我们呼吁开放市场，这是全球粮食安全对策的重要内容。

5.气候变化给粮食安全和农业部门增加了严重风险。其预期影响特别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

国家的小农，以及已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带来危险。……

——《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宣言》（2009 年 11 月 16 日）

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粮食安全问题？

[解读]本则材料是《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宣言》的摘录，反映了 21 世纪初各国对于世界粮食安全问

题的重视及解决粮食安全的原则与决心。

材料主要从三个层面对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进行阐述：一是世界粮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遭受饥饿和

贫困折磨的人数现已逾 10 亿”，而且这一局面在短期内很难有很明显的改观、解决，这是当前世界面临的

严峻挑战；

二是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粮食安全、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长期投资不足”，一些国

家将粮食“用作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全球气候变化”等；

三是随着全球性的人口快速增长而导致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刻不容缓，对于解决方案进行了原则性

规定，需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开放贸易市场等手段来应对这一问题。

答案提示

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对农业的投资不足、经济危机、人口增长、国际政治经济问题、

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等。应对粮食安全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另一

方面需要从粮食生产与供应入手，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成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同时，还要增强人们的粮食

安全意识，从开源与节流两方面应对粮食安全问题。

2.思考点

冷链物流对人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

答案提示

第一，能够为人们提供更新鲜、营养保存更好的生鲜农产品；第二，通过冷链物流可以实现农产品的

跨季节均衡销售、丰富人们日常生活的食品种类，并满足其对农产品品质的要求；第三，既可以极大地减

少农产品的损失，又可以有效避免生鲜农产品在储备、运输过程中衍生的个别食品安全问题；第四，能够

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在整体上有利于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为什么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答案提示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禽畜饲养中过度使用抗生素；在食品加工过程中过度使用食

品添加剂，违法使用危害健康的添加剂等。 

3.问题探究

为什么中国会成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答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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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结合课文内容和相关知识，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生产经

营方式改革，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作物育种技术的突破等方面的成就，进而说明这些成就为维护中国和

世界的粮食安全提供了保障。 

4.学习拓展

选择一种你熟悉的食品保藏技术，了解它的起源和发展。

答案提示

如温控保藏技术，先了解该项技术是通过高温或低温控制食品菌群数量达到食品保鲜的效果，然后查

找资料，了解该技术产生的时间、在中国的发展。 

5.史料阅读

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①、食品相关产品：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

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

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九）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十一）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②、食品添加剂；……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修正）

[注释]①食品添加剂：是指那些为了改善食品色、香、味等品质，以及为了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

加入食品中的天然的或者人工合成的物质。②预包装食品：是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

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质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

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

[解读]本则史料摘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该法律条文详细列举了禁止生产

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通过这则史料可以说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并用法律

手段确保食品安全。

第 4 课  古代的生产工具与劳作

1.学思之窗

农业家庭式劳作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答案提示

农业家庭式劳作是封建社会重要的劳作方式。它提供了小农家庭需要的农产品以及手工产品，保证了

小农家庭的自给自足，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也为国家提供了税源。但农业家庭式劳作阻碍商品经济，难

以产生技术突破，在近代以后产生不良影响。 

2.思考点

耕作工具和灌溉工具的进步，是怎样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

答案提示

耕作工具和灌溉工具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的精耕细作；扩大了农耕区域，加速

了对土地的开发与利用；等等。（言之成理即可） 

3.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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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

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

——《管子·海王》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说说战国时期的主要生产部门用铁器作为生产工具的情况。

[解读]这段文字讲了女工、农者、车工三种行业的人所需要的必备工具，其中针、刀、耒、耜、铫、

斤、锯、锥、凿均是相应的工具。可以看到三个行业中的工具均已成体系，而且在当事人看来，没有这些

工具，就无法完成自己从事的工作，可见这些工具的必要性和普及性。

答案提示

战国时期铁器大量应用于生产；在纺织业、农业、制车业等行业，均使用上了铁质工具；每个行业内

部，铁质工具种类丰富，分工明确，形成体系。 

4.学习拓展

渔业也是古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出一种古代渔业工具并加以说明。

答案提示

如中国古代的渔网、鱼篓等。按照背景、结构材质、作用等阐述清楚即可。 

5.史料阅读

水能利物，轮乃曲成。升降满农夫之用，低徊随匠氏之程①。始崩腾以电散，俄②宛转以风生。

——[唐]陈廷章：《水轮赋》

[注释]①程：法式。②俄：顷刻。

[解读]唐朝陈廷章的《水轮赋》辑于《全唐文》。从史料中可见，所谓“水轮”是把木制的轮子架设

在流水之上，利用水流冲击的力量使木轮转动，达到引水上升，服务农桑的目的。因以水力作为动力，筒

车可以昼夜工作，因此在记载中可见其工作时“崩腾以电散”“宛转以风生”“终夜有声”的场景。 

纤纤静女，经之络之①。尔乃窈窕淑媛，美色贞怡②。解鸣佩，释罗衣③，披华幕，登神机④，乘机杼⑤，

揽床帷。动摇多容，俯仰生姿⑥。

——[东汉]王逸：《机妇赋》

[注释]①经之络之：牵经引络，纺织的一个环节，将丝线按织物规格要求均匀地卷绕到织机上。②美色

贞怡：美丽的容颜贞静和悦。③罗衣：轻软丝织品制成的衣服。④神机：灵巧器械。⑤杼：织布的梭子。6

俯仰生姿：举止动作之间现出美好的姿态。

[解读]这段史料歌颂了在提花机上工作的女子的美丽姿态，此文可见于《全后汉文》卷五七，对“纤

纤静女”和“窈窕淑媛”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有争论，这一争论本质是在讨论这个织机到底是不是

需要两个人协同工作的花楼提花机。然而，老官山汉墓出土的花楼提花机至少为汉朝纺织水平给出了明确

证据。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①者，倍②其赋。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 68《商君列传》

[注释]①分异：分家。②倍：使……加倍。

[解读]这段史料记载了商鞅变法中的一项改革措施，即有两个成年儿子的家庭如果还不分家成为小家

庭的话，政府将对这家的赋税加倍收取。这是一项适应土地私有和家庭劳作方式的政策调整，可以保证国

家的赋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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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 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 

1.学思之窗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

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 河川的通航， 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

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版，第 36 页

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解读]这是《共产党宣言》中非常经典的一段，论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这种变化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最根本的在于生产力的爆炸性发展，接下来是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

的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城乡差距的逐渐缩小、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市

场的基本形成、思想文化的交流、政治面貌的改变、世界格局的变化等。一句话，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

“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答案提示

蒸汽动力的使用，工厂制度的推广，新交通工具的出现，劳动力的大量增加，都使得工业革命极大地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思考点

工厂制度对工业生产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答案提示

分工明确、管理科学，便于集中管理工人，挖掘了工人的劳动潜质，大大提升生产效率。

 

工业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生活节奏的？

答案提示

工业革命催生了工厂制度，人们不得不按时上下班；工业革命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使人更加集中，

从而按部就班地生产生活；工业革命也推动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交通工具使人更加重视时间，守时成

为人们的新习惯。这一切都使生活节奏加快。

3.问题探究

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

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361、363 页

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恩格斯为什么这么说。

[解读]这段材料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重要表述。恩格斯借鉴了亚当·斯密的论断：对

工人的需求正如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它调节工人的生产，调节所生产出来的人的数量，如果生产

进行得太慢，需求就会使它加快，如果生产进行得太快，需求就会使它缓慢下来。

他指出了工业革命对产业工人的素质提出了相当的要求，需要识字、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而且能够熟练

掌握业务。而工人学校的建立以及初等教育的推广，就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第 9 页 共 14 页

答案提示

工业革命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者的文化

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促进了初等教育的普及。 

4.学习拓展

观看这部电影，想一想它反映了工业时代怎样的问题。

答案提示

工业革命形成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制度，近代的标准化生产也随之出现，资本家制定了严格

的规章制度，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造成工人劳动时间过长，工作与生活环境恶

劣，阶级对立严重。大萧条时期，随着失业率的飙升，这种现象空前严重。 

5.史料阅读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

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 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

250 万人的力量增加了 100 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

满太（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

——[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303 页

[解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恩格斯于 1844 年 9 月一 1845 年 3 月在巴门写成的，1845 年在莱

比锡出版。恩格斯在英国居住期间（1842 年 11 月一 1844 年 8 月）研究了英国的工人阶级状况，描绘了耳

闻目睹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以及伦敦等大城市的面貌，根据日益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

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深刻矛盾，是今天我们了解工业革命与城市化的重要文献。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

伦敦规模迅速扩大，人口数量从 1700 年的约 70 万增加到工业革命中的 250 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

贸易中心。 

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

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有着各样事物，人

们前面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英]狄更斯著，罗稷南译：《双城记》，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 页

[解读]这段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一直以来被奉为经典。《双城记》是一部以法国大革

命为背景所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首次出版于 1859 年。

书名中的“双城”指的是巴黎与伦敦。小说将巴黎、伦敦两个大城市连接起来，围绕着曼马内特医生

一家和以德发日夫妇为首的圣安东尼区展开故事。小说里描写了贵族如何败坏、如何残害百姓，人民心中

积压对贵族的刻骨仇恨，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法国大革命。

小说创作于 19 世纪 50 年代，当时正处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种种

罪恶和劳动人民生活的贫困化，导致下层群众中存在极端的愤懑与不满，英国社会处于爆发一场社会大革

命的边缘，这与 18 世纪末法国的社会状况极为相似，狄更斯通过对两个城市的对比，给当时的英国社会以

借鉴及警醒。

第 6 课  现代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发展

1.学思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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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新墨西哥沙漠地带的一声爆炸标志了人类对原子动力的利用。将原子

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是这一动力首次用于军事目的。今天，原子动力已用于其他许多目的，如核动力船、生

物医学研究、医学诊断和治疗以及核动力厂。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1999 年版，第 914 页

结合材料，思考原子能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解读]这段材料主要介绍了人类对原子能的利用。分析材料可以看出，一方面，基于军事需要，原子

弹被首先研制出来。1945 年，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后，苏

联等国家也研制出核武器，尤其是在冷战阶段，核武器加剧了国际局势的紧张。另一方面，原子能被广泛

应用于人类的和平事业，能够提供新能源，推动医学研究与诊断治疗，但应用不当也会造成灾难。

答案提示

一方面，原子能可以服务于人类的和平事业，应用于生产生活。原子能可以为新的交通工具提供动力；

可以服务于很多生产领域，为它们提供新能源；可以应用于医学研究与诊断治疗，造福人类健康。另一方

面，原子能的滥用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灾难。核武器扩散、核泄漏对人类造成巨大威胁。 

2.思考点

人工智能技术有哪些表现？ 

答案提示

人工智能技术是先导技术，它同机器人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3D 打印、智能制造迅猛发展，军用无

人机、自动驾驶汽车、家政服务机器人已经成为现实。（列举若干具体现象即可，不求全）

 

现代科技进步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答案提示

现代科技进步使交通便利，人与人的交流畅通，带来一系列新的娱乐方式和休闲方式，使服务更加便

捷，等等。（言之成理即可） 

3.问题探究

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的原创突破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提供了更多创新源泉，

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科学技术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8 年

5 月 28 日）

结合材料，思考人工智能技术在救灾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解读]材料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强调信息等原创突破在推动科技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二是指出

不同科学类别、不同学科、技术间出现的交叉融合趋势；三是指出了科技对国家、人民生活的重大影响。

创新是第一动力，能够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建设。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

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只有

重视原创突破，准确把握学科交叉融合等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矢志不渝自主创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国家和民族才能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答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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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灾后排查与组织救援过程中减少人员伤亡，提高探测速度与覆盖面，以获得抢救

最佳时机，科学分析数据，协助人作出重要决策，等等。 

4.学习拓展

谈一谈你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的理解。

答案提示

例如，研究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多

学科知识；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也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地质学、工业技术、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

的知识。 

5.史料阅读

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

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

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

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可以说，

世界因互联网而更多彩，生活因互联网而更丰富。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5 年 12 月 16 日）

[解读]材料显示，习近平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明确指出了产业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而深

刻的影响，特别强调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巨大贡献。

信息技术在推动生产变革、开拓人类生活空间、拓展国家治理领域以及提高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能力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产生深刻影响。此外，互联网在加强世界各地交流与联系方面也具有重大

意义。

第 7 课  古代的商业贸易

1.学思之窗

上述材料可以用于佐证什么历史现象？

答案提示

从这段材料可以推测，魏晋时期，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等西方国家商贸往来频繁。 

2.思考点

商业贸易的发展对人类生活有什么影响？

答案提示

根据课文内容作答即可。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总结概括课文基本内容的能力。 

3.问题探究

（购买人的宣言）

[代理人谢勒夫卡]说道：我从文书简提手中买来这所房屋。我为了它而给了他十个沙图；此项契约在

胡夫-阿海特公墓村的议会（贾贾特）的面前，当着简提的许多身为凯米普的祭司团成员的证人的面，由登

记办公室盖章确认。

（对价格的详细说明）

一块四肘尺宽十肘尺长的布料：三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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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床：四沙图

一块二肘尺宽十肘尺长的布料：三沙图

（对房屋的描述）按墨线精确地建造

无花果木的屋顶尚未完成

（卖者的宣言）

他说：以国王的生命起誓！我将使法律手续完成，将使你对此事满意，并对属于这房屋的任何东西的

情况满意，因为现在你已经实施了这种交换的付款。

——梅努：《凡尔库特混杂文件》，[法]默尼著，景昭译：《生活在古埃及》，译林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97 页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描述古埃及人是如何签订商业契约的。契约对商业贸易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产生了什么影响？

[解读]从材料中可以看出，这是一起房屋买卖交易，以宣誓的方式确认交易，并且有了交易见证者。

在当时，交易的发生流程一般需要一定的书面记录（有印章和证人在场签署）。在这起交易中买卖价

格是按照一般等价物“沙图”（Shat）来计价的，然后买方宣誓，对卖方说，“我以……来购买……”。

这一文件是在当地法庭上加盖印章封缄的，在场的证人是几个祭司团成员。

显见，这就是一个宣誓与见证交易相结合的典型个案。它同时也表明了，古埃及商业交易义务的履行

尚处于初级阶段。

答案提示

这是一份房屋买卖契约的签订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契约的签订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并采取一种庄严的

宣誓的形式，在祭司和官吏的面前签订契约。契约可以保证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使人们形成诚实守信的

契约精神。 

4.学习拓展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商帮，任选其中之一，查找资料，了解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答案提示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群体之一，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

晋商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管理，优秀的商业文化，广拓经营领域和活动范围，经营项目

“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

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

到清中叶以后，晋商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和

贸易，在明清两朝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称雄国内商界长达 500 年之久。但是，晋商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

晋商的辉煌，不仅成就了富商巨贾和商界精英，推动山西成为当时的“海内最富”，而且有力地促进

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 

5.史料阅读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

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

——[西晋]鲁褒：《钱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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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钱神论》是西晋鲁褒所写的讥讽金钱崇拜的愤世嫉俗文章，选自《晋书·隐逸列传·鲁褒

传》。

鲁褒，字元道，南阳（今属河南省）人，西晋文学家，生卒年不详，他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本文

名为论，但其文体近似赋。

文章分析了货币的流通与交换功能，指出钱币是由于社会发展进步，上智先觉者创造出它的形制，在

商品交易中优越于币帛。同时，文章以酣畅淋漓的笔调揭露了金钱“无德而尊，无势而热”，其力量无处

不在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具有很强的时代针对性。“孔方”一词源出于此文，可见中国古代对货币的崇拜。

结合时代背景，我们可知魏晋时期商品经济已经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且货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与此同时，鲁褒也揭示出货币力量对传统的儒家标榜的人生价值观念的扭曲。

第 8 课  世界市场与商业贸易

1.学思之窗

1870 年、1913 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

国家
年份

英国 美国 德国 法国 俄国

1870 年 22% 8% 13%① 10% ——

1913 年 15% 11% 13% 8% 4%

                                 [注]①为 1872 年数据

——[德]库钦斯基著，陈东旭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年

版，第 52 页

表中数据反映了什么问题？

[解读]这一表格数据反映了一战前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变化：新兴工业国家美

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增大，而作为守成大国的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到 1913 年，英

国在世界贸易中一家独大的地位不复存在，开始形成多中心的世界贸易格局。

答案提示

这则表格数据告诉我们，从 1870 年到 1913 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大幅下降，显示出英国在

世界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被打破，而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则有所提高，从而形成了世界贸易多中心的新

格局。 

2.思考点

近代商业贸易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案提示

从商业活动的场所（空间）、商品种类（交换物）、商业经营形式（商业活动的主体）及商路中心的

转移（商业路线）等角度，根据课文内容概况作答即可。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总结概括课文基本内容的能

力，从而加强历史解释的能力。 

3.问题探究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

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

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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