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高一历史寒假作业年高一历史寒假作业-第第12练古代农业和古代手工业的演变练古代农业和古代手工业的演变

1. 选择题　　　　　　　　 　　　　 　　　　 　 　　
《吕氏春秋·上农》在描述农耕之利时不无夸张地说：一个农夫耕种肥沃的土地可以养活九口
人，耕种一般的土地也能养活五口人。战国时期农业收益的增加（ ）
A. 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
B. 抑制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C. 导致畜力与铁制农具的使用
D. 阻碍了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

2. 选择题　　　　　　　　 　　　　 　　　　 　 　　
战国后期，秦国建造了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等，一些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这

些工程能够在秦国完成，主要是因为

A. 公田制度逐渐完善
B. 铁制生产工具普及
C. 交通运输网络通畅
D. 国家组织能力强大

3. 选择题　　　　　　　　 　　　　 　　　　 　 　　
乾隆时江南地主“所居在城或他州异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苏州甚至出现“土著安业者田
不满百亩，余皆佃农也。上田半归于郡城之富户”。由此可知，当时江南
A. 土地所有权变更极为频繁
B. 农业生产利润微不足道
C. 个体农耕为主要生产形式
D. 农业中商品化生产普遍

4. 选择题　　　　　　　　 　　　　 　　　　 　 　　
明清时期，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传统的粮食生产比重降低。

这一现象表明，明清时期上述地区

A. 农业生产出现衰退
B. 人口变动导致粮食需求减少
C. 普通农户收益锐减
D. 农产品商品化趋势明显

5. 选择题　　　　　　　　 　　　　 　　　　 　 　　
唐宋时期，江南经济迅猛发展，南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已移至江南。促成这一转变主要动力之一

是（ ）
A. 坊市制度瓦解 B. 土地集中加剧
C. 农业技术进步 D. 海外贸易拓展

6. 选择题　　　　　　　　 　　　　 　　　　 　 　　
（题文）据考古报告，从数十处战国以前的墓葬中发现了铁器实物，这些铁器不少是自然陨铁

制作而成，发现地分布情况见下图。据此可知，战国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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