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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时期   夏商西周时期 
 

9.依据下列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统计可以推断 

稻谷遗存 120余处 长江流域 90余处，黄河流域 12处，另有闽、浙、台数处 

炭化粟粒、粟壳遗存 40余处 分布于山东、河北、浙江、新疆等省区 

①我国已由采集时代进入种植时代            ②我国的原始农业南北各具特色 

③局部地区出现粮食品种南北交错            ④我国北方种植粮食早于南方 

A.①③        B.①②③        C.②④            D.①②④  

 

10.图中反映出        

A.建筑技术基本成熟         B.人们的环保意识 

C.游牧渔猎生活             D.原始农业出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有苗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 小雅》 

据此回答 11—12题。 

11.以上材料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指是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    

A.原始土地公有制                       B.贵族土地所有制 

C.自耕农土地私有制                     D.地主土地所有制 

 

12.材料中的“遂及我私”的现象是指   

A.统治者将土地分封给诸侯              B.在公田以外出现了私田 

C.公田里的农产品已私有化              D.贵族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13.“刑侯与雍子争田，雍子纳其女于叔鱼以求直(按：使自己在争讼中获胜)，及断狱日，

叔鱼抑刑侯，刑侯杀叔鱼及雍子于朝。”以上材料说明的本质问题是     

A.贵族之间争田的现象增多                B.土地国有制渐遭破坏 

C.战国时期的政治日趋腐败                D.法律是维护统治的工具 

 

14.在我国古代，“社稷”是国家的代称。其中，“社”指土地之神，“稷”指主管五谷之神。 

关于国家的这种理解，反映了我国古代    

A.重视祭祀           B.强化王权         C.以农为本       D.小农经济 

 

15.夏朝农业生产使用的主要工具不包括 

A.蚌制工具          B.木制工具          C.石制工具     D.铁制工具  

 

16.夏商周三代被称为“青铜时代”的原因是 

A.自夏朝开始使用青铜器                      B.处于青铜时代的繁荣时期 

C.青铜制造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                D.青铜的使用遍及生活领域 

 

17.下列选项中，能反映商朝农耕生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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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据史书记载“汤有旱灾……教民粪种，负水浇稼”，这则材料说明商代                                                                       

A.掌握了原始灌溉技术                       B.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C.奴隶遭到沉重的压迫                       D.粪肥在农业中的使用 

 

 

博物馆的文物和资料记录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 

某博物馆收藏有青铜器“卫盉”，器内铭文记载：裘卫用玉璋与贵族矩伯换取了 80 朋

（货币单位）的土地。这个换取手续征得了五个贵族的同意，并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完成。

通过这样的途径，裘卫聚敛了大量财富。裘卫家族的第三代，随葬物品享用“五鼎八簋”。

按西周礼制：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 

 

依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表格。 

 

信息内容 信息分析 

土地交换在监督下完成 
可用来说明西周中期土地可以合法交换， 

不同于井田制 

土地与玉璋以朋为单位进行交换   

 可用来说明西周中期已经出现僭越礼制的现象 

青铜器内的铭文 可用于研究西周中期的文字 

 可用于研究西周中期人们的审美观念 

青铜器的铸造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