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课　中国境内早期
人类的代表——北京人



                                                                                  



                                                                                  



                                                                                  

课标内容
通过了解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

及其文化遗存，知道中国境内原始社会时期的人类活动

必备知识

1.知道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旧石器时代人类代表距

今的时间和地理分布

2.了解北京人的发现、北京人的特征和北京人遗址的考古

价值

3.知道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研究中国古人类提供

了可靠的依据



核心素养

1.唯物史观：知道会不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与动物的重

要区别，明白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

础

2.时空观念：观察《中国境内主要古人类遗址分布图》，

知道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旧石器时代人类代表距

今的时间和地理分布

3.史料实证：通过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其文化

遗存，知道中国境内原始社会时期的人类活动



核

心

素

养

4.历史解释：知道在一百多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就有人类活动，

考古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研究中国古人类提供了可靠的

依据

5.家国情怀：知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延绵不断，对人类进步

作出重要贡献



                                                                                  

元谋人

1.发现：元谋人发现于云南 　元谋县　，距今约170万年

2.地位：我国境内目前已确认的 　最早　的古人类

3.概况：能够制作工具，知道使用火

北京人

1.发现：距今约 　70万—20万　 年，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

龙骨山上

2.特征及生活：保留了猿的一些特征，能够直立行走；会制

造和使用工具；已经学会使用 　天然 火〗；过  群居　生活

元谋县　

最早　

70万—20万　

天然火　 群居　



北京人

3.地位：迄今所知世界上内涵最丰富、材料最齐全的直立

人遗址之一

4.史学研究：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山顶洞人

1.发现：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的洞穴里，距今约3万年

2.特征：使用打制石器，掌握 　磨光　和 　钻孔　技术，

懂得 　人工取火　，靠采集、狩猎为生，会捕鱼，会缝制

衣服，有 　爱美　意识

3.生活情况：集体生活，使用公有的工具，共同劳动，共

同分配食物，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

磨光　 钻孔　

人工取火　

爱美　



蓝田人
1.发现：陕西省（西安）蓝田县，距今约115万－70万年

2.特征：与北京猿人接近，使用火和打制石器

读图学史

              　                   　                 
 　北京人复原头像　　 　京人狩猎　　 　京人用火　

            　                     
 　山顶洞人复原头像　　 　洞人的骨针和装饰品　

北京人复原头像　 京人狩猎　 京人用火　

山顶洞人复原头像　 洞人的骨针和装饰品　



                                                                                  
1 核心概念

（1）遗址：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既包括人类为不

同用途所营建的建筑群体，也包括人类对自然环境利用和加工而遗留

的一些场所。



A.元谋人遗址 B.北京人遗址

C.山顶洞人遗址 D.半坡人遗址

                 这是对某一遗址中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复原后的描述：“前额
低平，眉骨粗大，额骨突出，鼻骨扁平，嘴部前伸，脑容量比现代人

小。”据此判断，该遗址是（　B　）B



A.天然火的运用 B.打制石器的使用

C.群居生活出现 D.原始农业的兴起

                 《万古江河》一书提到：现在常说的“新石器”与“旧石器
”时代，以人类生产食物来维持生计的方式为分界线。从旧石器时代

采集食物，到新石器时代生产食物。该书认为划分新、旧石器时代的

分界线是（　D　）D

（2）以岩石为原料制作的工具，它是早期人类主要的生产工具，分

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使用打制石器的时代叫“旧石器时代”；使

用磨制石器的时代叫“新石器时代”。



2重点问题

（1）北京人的特征：北京人保留了猿的一些特征，能够直立行走；

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已经学会使用天然火；过群居生活。

                 北京人的发现对研究古人类的进化史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

如图“北京人复原头像”可知， 北京人（　D　）D

A.学会磨制石器 B.最早知道了使用火

C.懂得采集果实 D.保留猿的某些特征



（2）北京人发现的意义：北京人遗址是迄今所知世界上内涵最丰富、

材料最齐全的直立人遗址之一。北京人的遗址内容丰富，大量的遗骨、

石器和用火遗迹，证明远古直立人存在，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

了有力的证据。



A.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类遗址

B.在世界考古界占有重要地位

C.与爪哇人发现意义完全相同

D.是研究人类起源的唯一证据

                 此前虽已有印尼爪哇直立人的发现，但一直未被世界公认。
北京人遗址的发现，使远古确有直立人存在得到肯定，所以有“北京

人挽救了爪哇人”的说法。材料反映了北京人遗址（　B　）B



3综合探究

北京人遗址是迄今已知世界上内涵最丰富、材料最齐全的直立人遗址

之一，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证据。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2分）



中国境内主要古人类遗址分布图

——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

材料一



材料二

  　 

北京人使用的石器 山顶洞人使用的骨针和装饰品



材料三　人类能够使用和管制火，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必须

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积累了经验，有了相当的智力才能办到的。正因为

“北京人”能够如此，才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对对付自然已有了一定的

办法。

——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



材料一

中国境内主要古人类遗址分布图
 ——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

早期人类分布的特点。（时空观念）（4分）

答：分布广泛，分布范围遍布南北。分布主

要位于平原地带，靠近水源。分布不均衡，

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4分）



材料二

北京人使用的石器          山顶洞人使用的骨针和装饰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京人石器的制造方法，以

及山顶洞人工具比北京人工具的进步之处。（史料实证）（4分）

答：北京人把石块敲打成粗糙的石器，会制作打制石器，制作方

法简单。

山顶洞人仍然使用打制石器，但已经掌握磨制和钻孔技术。（4分）



材料三　人类能够使用和管制火，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必须

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积累了经验，有了相当的智力才能办到的。正因为

“北京人”能够如此，才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对对付自然已有了一定的

办法。

——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北京人“用火对付自然”的

表现。（史料实证）（4分）

答：北京人用火烧烤食物；驱赶野兽；用火照明；用火御寒等。

（4分）



【解题思路】
　　第（1）问考查中国早期人类分布的特点。通过观察地图可知，
分布范围遍布南北，分布于平原地带，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
第（2）问考查北京人石器的制造方法和山顶洞人工具的进步之

处。方法：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北京人用石块、兽骨等制作各类工具，
他们制作石器的技术比较成熟，采用不同的打制方法，制成不同类型
的工具，如石锤、石砧等，使用这种打制石器的时代，叫“旧石器时
代”；进步之处：根据所学知识可知，山顶洞人仍然使用打制石器，
但已经掌握磨制和钻孔技术。

第（3）问考查北京人“用火对付自然”的表现。根据所学知识
可知，北京人用火烧烤食物、防寒、照明、驱兽，从而改善了生存条
件，学会用火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里程碑。



                                                                                  
考点一：我国境内的早期人类

1.1965年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的元谋猿人，经古地磁法测定，距今约

170万年。元谋人的发现可以证实（　B　）

A.世界最早的人类起源于中国

B.中国是远古人类重要起源地

C.中国的远古人类起源于云南

D.远古人类已经大量使用陶器

B



2.“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记者惊讶地发现，除了是我国境内已发现的

最早人类化石的故乡，它竟然还集中了另外两大世界级品牌资源——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石林地质奇观和时空横跨1亿多年的恐龙公墓

……”在“这块土地”上发现的远古人类是（　C　）

A.蓝田人 B.山顶洞人

C.元谋人 D.北京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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