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4学年度高中统编版历史新教材选择性必修 2《经济与社会生活》 

课时教学案 

学案编订人         审核人          使用时间        

班级      姓名            

教 学 内

容 
第 3 课时 主题 现代食物的生产、储备与食品安全 1 课时 

教学

目标 

课程
标准 

了解现代农业、渔业发展过程中，人类在食物生产、储备等

方面的进步。认识消除饥饿和食品安全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意义。 

学习

目标 

时空
观念 

通过对古今中外食物储备技术的对比，掌握工业革命后古今

中外现代食物生产、储备的概况。认识科学技术进步对食物储备

产生的影响，增强时空观念。 

历史
解释 

能通过文字、图片等材料，了解食品安全产生的原因及需采

取的应对措施，理解食物生产的现代化与食物储备技术的进步对

食品供给的影响。 

史料

史证 

能通过史料分析食物生产的现代化，说明食物生产的现代化与

食物储备技术的进步对食品供给的影响。 

学习

目标 

唯物

史观 

了解现代农业、渔业发展过程中，人类在食物生产、储备等方

面的进步，认识消除饥饿和食品安全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意义。 

学习

目标 

家国

情怀 

了解食品安全产生的原因及需采取的应对措施，分析中国及世

界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联系生活实例探

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类生活的多方面影响，尝试总结历史

的经验教训。 

教 
材 
分 
析 

重点 
食物生产、储备现代化对消除饥饿和食品安全的重大意义，及保

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重大举措。 

难点 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 

学情分析  

过

程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自

主

学

习 

 

归

纳

提

升 

学生依照教学目标参照课本归纳，完成基础再现

部分。 

这一环节要求学生在积极阅读教材的基础上，掌

握核心主干知识，启发诱导学生思考探究，从而达到

环环相扣、绕疑深入的目的，帮助学生构建起完整的

知识体系。 

 

第一学习时间：自主学习、归纳提升（30分钟） 
网控全局——知识结构化 
一、食物生产的现代化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1)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推动着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2)20 世纪中叶，欧美各国完成了农业机械化，

建立起高度集约的现代农业。 

(3)20世纪下半叶以来 

①一大批优良品种育成推广，优质高效化肥广泛

应用。 

②以高科技为基础的设施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

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及禽畜的生产量大幅度增长。 

③大型农场、养殖场成为现代农业的主要生产经

营模式。 

2．农业科技的发展 

(1)农业机械化 

①20 世纪以来，汽油拖拉机、柴油拖拉机相继实

现批量生产，为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创造了条件。用

大功率拖拉机牵引的铧式犁、播种机、联合收割机等，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②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农业机械的规模也不同。

美国农业机械以大型为主，法国以中型为主，日本以

小型为主，中国则是大、中、小型相结合。 

 



(2)农业自动化 

农业科技的发展推动着农作物的播种、收割与加

工等从人工化向自动化转变。 

(3)杂交育种技术 

①20 世纪以来，玉米、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作

物的杂交育种技术有了新的突破。 

a．1930 年，美国利用杂交技术培育出玉米新品

种，平均亩产增至350 千克。 

b．1941 年，墨西哥培育出小麦新品种，亩产提

高到 250 千克。 

c．20 世纪 60 年代，菲律宾培育出一季亩产可达

600－650 千克的杂交水稻。 

d．2014 年，“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平均亩产突破

1000 千克，创世界纪录。 

②意义：杂交育种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粮食作

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为人类消除饥饿作出了突出贡献。 

3．养殖业与渔业的现代化 

(1)养殖业：养殖场和牧场的各个生产环节，从给

料、给水到产品收集、包装、运输都实现了机械化和

自动控制。 

(2)渔业：现代科学技术用于海洋捕捞，渔船、网

具等日趋现代化；水产养殖向工厂化、机械化、集约

化经营发展。 

【史料史证能力训练一】粮食与国家安全 

材料一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仅为 4.5 亿亩，2017 年有效灌溉面积超过 10 亿亩，

位列世界首位，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保证。与

此同时，我国集成推广了一批粮食绿色高产高效模式，

杂交水稻、耐密型玉米等品种大面积推广，小麦精量

半精量播种、一喷三防等实用技术广泛应用，为粮食



现代化生产起到了良好的带动引领作用。从 1978 年开

始，粮食市场化改苹就在探索中前行，从初期以计划

为主、市场为辅到全面放开粮食市场，我国粮食市场

由分割逐步走向一体化，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奠定了

基础。现在，我国粮食能从吃不饱转变到吃好状态，

这也是与政府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制定粮食安

全政策密切相关的。 

——摘编自王济民《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粮食安全：

成就、问题及建议》 

材料二 据统计，2010—2019 年的 10 年间，我国

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 2%，粮食消费年增长率 2.7%，粮

食消费年均增长率高于粮食产量增长率 0.7 个百分

点。同时，我国每年新增人口大约600多万人，新增

的城镇化人口大约 2000万人，每年因为人口增长和需

求增加需要粮食消费新增 100 多亿斤，但我国户均耕

地 7 亩左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4，发达国家的

1/40，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制约粮食生产发展，粮食

缺口需要通过粮食储备和适量进口加以调剂解决，但

是世界粮食市场不具备支持我国粮食安全的能力。我

国年消费的粮食数量到 2021 年将达到 14000 亿斤左

右，而世界粮食市场的可贸易量只有 6800 亿斤。 

——摘编自尹成杰《后疫情时代粮食发展与粮食安全》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确保粮食安全的主要经验。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我国粮食安全

所面临的问题，并谈谈应如何处理。 

 

 

 

 

 

 

二、食物储备技术的进步 

1．古代 

在原始农业社会，人们利用地窖和陶器来存储余

粮。随着古代农业的发展，粮仓的储备技术逐渐改进，

不仅防鼠、防盗、防潮、防火，还具有良好的保鲜功

能。人们利用腌制或风干等方法加工保存食品，还利

用自然界中的冰来延长食品保藏期。 

2．20 世纪以来 

(1)粮食储备技术的进步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已经使用机械通风储粮技

术。后来这项技术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应用。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采用机械制冷低温储粮技术。21 世

纪以来，新型制冷设备相继推出。粮仓仓容量不断扩

大，由百吨发展到千吨、万吨。低温、低氧等储藏技

术广泛应用，粮食储备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 

(2)冷冻食品工业与冷链物流产业 

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速冻加工、冷冻设备、冷

冻食品以及冷冻食品包装等领域的技术不断进步，家

用冰箱和冰柜普及，冷冻食品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冷链物流产业也发展起来。2010 年，中国颁布《农

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对冷链物流产业进行整体布



局，大大促进了该产业的发展。 

(3)成果 

如今，人们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各类生鲜食品，且

能将其在家中保存较长时间，方便食用。 

三、消除饥饿与食品安全 

1．世界饥饿问题出现的原因 

人口激增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耕地面积不

断减少。 

2．消除饥饿的努力 

(1)科技进步 

食物生产的现代化与食物储备技术的进步，大大

增加了食物供给。 

(2)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多次召开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制订粮食安全

行动计划，为人类共同消除饥饿统筹资源。 

(3)中国政府 

①方针：1996 年，中国发布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问题》白皮书，提出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

给的方针。 

②成就：用不足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 22%

的人口。 

③成就取得的原因：政策支持、制度创新和农业

科技进步。 

3．食品安全问题及治理措施 

(1)问题 

①农业现代化大大地丰富了食品供应，但也产生

了一些负面作用。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造成土壤污

染，它们通过食物链进入农作物和禽畜体内。 

②禽畜饲养中过度使用抗生素，也造成食物污染，

危害人体健康。 



③在食品加工过程中，过度使用食品添加剂，甚

至违法使用危害健康的添加剂，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

发。 

(2)治理措施 

为遏制这种趋势，各国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并制定法律法规进行治理。中国高度重视食品安全。

200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中国政府还提出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

监管、最严厉的惩罚、最严肃的问责，提高食品安全

监管水平和能力。 

【史料史证能力训练二】 食物生产、储备的现代化 

材料一 食物在现代早期的传播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粮

食产量和人口的增长，19 世纪的工业化则彻底改变了

食物的制作方式，甚至是食物的根本属性。铁路和汽

船跨越大陆和海洋将水果、蔬菜和肉类运到市场上，

改变了世界各地的食物供应网络。与此同时，工业技

术不断地将烹饪从家里的厨房转移到遥远的工厂。随

着食物由铁路和汽船从世界各地运来，“健康卫生”

的含义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肉的新鲜程度不再取决于牲口被宰杀的日期有多

近，而是取决于它的包装和冷藏。在 19 世纪之前，只

有精英阶层才可以每天享用白面包和肉。随着大规模

工业生产的兴起，这两种食物和许多其他食物终于成

为西方社会的日常主食。 

(1)食物在近代发生了哪些变化？ 

 

 

 

 

 

 



(2)食物在近代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材料二 当代中国积极重视粮食储备。中国的粮食储

备是充裕的，我们的储备规模在 1.5亿吨－2亿吨。中

国的储备主要分为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2000 年，中

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组建成立，中央储备粮的垂直管

理体系开始形成并得到良好运行。国务院拥有中央储

备粮粮权，国家粮食局具体负责粮食的行政管理，中

储粮总公司对中央储备粮管理负总责。但粮食储备业

务涉及财政部、发改委、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等部门，中央储备粮等政策性任务的下达需要几

个部门共同签署意见。 

(3)根据材料，归纳当代中国粮食储备的特点，分析粮

食储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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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习时间：合作探究、高分跨栏——知识技能

系统化 

老师指导学生根据教材内容完成本节的知识结构及

探究本课重点难点： 

1.农业生产现代化的特征 

(1)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运用先进设备代替人的手工

劳动，降低劳动者的体力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2)农业生产技术科学化。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

于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农产品的科技含

量。 

(3)农业经营方式产业化。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

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的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的

经营效益。 

(4)农业服务社会化。形成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 

(5)农业产业布局区域化。发展农业支柱产业和特色产

品，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带，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和市场占有率。 

(6)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既有利于增强农业抵御各种

自然灾害的能力，又有利于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农

业发展后劲大为增强。 

(7)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用

现代化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 

(8)农业劳动者现代化。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综合素

质，提高科技技能，以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 

(9)农民生活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的物质生

 



 

2.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意义 

(1)有利于推进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的建设，能

促进生产发展，对于农村的生态环境及生活面貌都有

极大的改善作用，为新农村建设打下产业基础，有利

于提高农村经济的活力。 

(2)有利于稳定粮食生产。粮食生产的稳定是农业

的首要任务，现代农业建设能全面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实现粮食生产的稳定。 

(3)有利于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建设能

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循环上升发展，大大提高资源

利用率，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 

3.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1)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①人口激增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耕地面积

不断减少，食物供求之间的矛盾加剧。 

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③气候灾难的影响。 

④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 

(2)对策 

①推动农业科技发展，挖掘粮食生产潜力。 

②为保障可持续发展，将把治理贫困、提高农业

产量和保护环境统一起来，同时摸索控制世界人口增

长的途径。 

③改善粮食生产的环境，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

如保障农业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等。 

④重视体制创新，推动市场化改革。 

⑤加强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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