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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真题研究：全国卷选择题命题语言分析——“农耕文化” 

 

一、“农耕文化”的概念分析 

在漫长的农业耕作实践中，先人们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农耕文化，并代代积累传承。农耕

文化内涵丰富，学术界对农耕文化内涵的界定尚不统一。 

郜扬在《论传承农耕文明的必要性》一文中将农耕文化等同于农业文化，认为两者基本

同义，是区别于游牧文化、海洋文化、工业文化，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文化总称川。 

罗建军、需锦霞在《山西省农耕文化及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浅析》中认为，农耕文化是农

业文化的一个分支，将农耕文化定义为人类在农业耕作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与农业社会有关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彭金门在《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对现代农业之意义》中从哲学视角理解农耕文化，认为它

的内涵可以用“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八个字来概括。 

一、“应时”。即“不违农时”。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人们只有顺应天时，根据自然界

的四季变换规律安排农业生产，才能过上幸福愉快的生活，因此，“不违农时”是农民从事

农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根据农时安排，人们创造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岁时节令文化。 

二、“取宜”。即根据不同的土地状况、不同的物候条件、不同的时间节点从事农业生产。

农耕文化中的“相地之宜”和“相其阴阳”理念就是“取宜”的实践经验总结，在指导人们

认识自然和从事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

及北方的草原农业都是取宜的结果。 

三、“守则”。即恪守准则、规范。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的长期互动中形成了用以协调

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而而。农耕文化蕴含的“以农为本、以

德为荣、以礼为重”等优秀文化品格，都体现了守则的内容。 

四、“和谐”。即天、地、人的和谐。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人和

自然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并由此孕育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讲求天、地、

人的和谐共生。和谐理念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趋向和行为规范川，支撑着农业走上可持续

发展道路。 

综上，农耕文化是在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在农耕生产实践活动中

创造、积累和传承的、与农耕以及农耕社会有关的文化总和，既包括农作物、农耕器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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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具、传统村落和民居等实体文化，也包括与农事、农耕有关的礼仪、民俗风情、传统习

惯等精神文化，如节气夏历、祭祀礼仪、诗词谚语、民歌民谣、神话传说等。 

    在全国卷试题中的主要体现：农业是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近代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等。 

 

二、高考命题分析 

（一）以农为本的立国理念 

1．（2013·海南单科·1）商代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受禾”、“求年”、“有足雨”的内容。这

反映了当时(  ) 

   A．农业生产已是重要的经济活动       B．农业的收成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 

   C．巫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织者       D．自然环境恶化影响农业生产 

2．（2012·海南单科·1）《礼记·月令》载，每年正月周天子亲率臣下耕作，称为“藉田”；

三月王后亲率嫔妃举行采桑养蚕仪式，称为“ 亲蚕”。后来，历代 皇帝、皇后不断举

行这样的仪式。这反映了(  ) 

A．周代制度在后代被严 格奉行  B．古代政治制度变迁异常缓慢 

C．重农抑商从周代始一直推行 D．农桑是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3．（2015·海南单科·8）雍正帝指责地方官员：“此当青黄不接之际，朕待报湖南雨水情形，

既特使人来奏，何雨水粮价竟无一语及之，汝任地方之责，试思宁有大于此事乎？”雍

正帝意在(  ) 

A．强调重农意识  B．关心百姓疾苦   C．申饬官员无能 D．关注地方稳定 

（二）精耕细作的技术优势 

4．（2016·海南单科·6）北魏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总结出一套个体农户农副兼营的

精耕细作农业模式，反复强调农户不要过度扩大耕种面积，“宁可少好，不可多恶”。这

表明(  ) 

A．精耕细作的目的是追求农业收益的最大化 

B．精耕细作农业遏止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C．个体农户为主体的耕作模式抑制农业的进步 

D．人口与土地的尖锐矛盾导致耕作模式的转变 

5．（2016·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5）图 4 为汉代画像砖中的农事图。此图可以用来说明当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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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个体农户的生产劳作状态       B．精耕细作农业的不断发展 

C．土地公有制下的集体劳作        D．大地主田庄上的生产情形 

6．（2015·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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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动力之一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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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5·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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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13·江苏高考·1）现代考古在秦、魏等国故地出土了许多生铁铸造的农具。1950～

1951 年河南辉县发掘了 5 座大型魏墓，1 号墓出土铁器 65 件，其中农具占 58 件，包括

钁、锄、铲、镰、犁铧等一整套铁农具。材料说明战国时期(  ) 

   A．生铁铸造由魏国独断经营          B．成套铁农具有利农业精耕细作 

   C．铁制农具成为随葬必备品          D．铁制农具最早出现于河南辉县 

（三）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理念 

8．（2015·海南高考·3）西汉初年，皇帝找不到颜色相同的四匹马来驾车，将相大臣甚至

只能乘坐牛车；到汉武帝初，普通百姓也拥有马匹，“阡陌之间成群”。马匹大量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  ) 

A．社会稳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B．西域良马引进与马种改良 

C．游牧民族大规模地移居中原         D．长期和平使战马消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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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小农经济的顽固性 

9．（2014·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8）据研究，1853 年，印度人均消费英国棉纱、棉布 9．09

便士，而中国是 0．94 便士。这反映出当时中国(  ) 

A．经济受到鸦片战争的破坏           B．实行保护本国经济的政策 

C．经济的发展水平低于印度           D．传统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10．（2015·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8）1852 年，一位在华英国人在报告中称，英国商人运

往伦敦的中国生丝是以“无用的”曼彻斯特上等棉布包装的。而在此之前，用于包装的

主要是中国产的土布。包装布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  ) 

A．中国的土布质量粗糙       B．英国棉布价格更具优势 

C．中国生丝在英国畅销     D．英国棉布在中国滞销 

 

【答案解析】 

1．【考点】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 

【解析】结合时代背景考查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的社会生活，“受

禾”“求年”“有足雨”都与农业生产有关，故选 A。 

【答案】A 

2．【考点】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 

【解析】从题干反映统治者“藉田”、“新蚕”的现象，以及历代皇帝、皇后不断举这样的

仪式的历史现象，说明统治者重视农桑生产，这正因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农桑是古代

社会经济的主体，D 项正确；本题易因表面认识而误选 A 项，主要是无法正确解读“历

代皇帝、皇后不断举行这样的仪式”信息；B 项无从体现；C 项说法错误，重农抑商是

从秦国的商鞅变法始。 

【答案】D 

3．【考点】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农抑商”政策 

  【解析】材料考查的是雍正帝的重视农业的目的，强调重农意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目的，

故 A 项错误；关心百姓疾苦同样属于表现，故 B 项错误；材料体现了雍正帝“申饬官员

无能”这不是目的，故 C 项错误；根本目的是通过关心百姓疾苦，稳定统治，故 D 项正

确。 

【答案】D 

4．【考点】古代中国的农业——精耕细作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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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由 “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可看出作者的目的是反对粗放式的滥种，要求把每

一块土地达到最理想的产出，故 A 项正确；作者反对扩大种植面积的目的是要求把每一

块土地精耕细作，不浪费有限的土地资源，大土地所有制的产生是封建制度的必然结果，

故 B 项错误；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恰好适合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与“抵制农业的

进步”不符，故 C 项错误；在北魏时期，人地矛盾还没有尖锐的程度，明清时期比较明

显，故 D 项错误。 

【答案】A 

5．【考点】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汉代庄园经济） 

   【解析】此图反映的是集体劳动的场景，而非个体农户分散的生产劳作状态，故 A 项错

误；此图没有反映出耕作技术的进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因此不能说明精耕细作农业

的不断发展，故 B 项错误；汉代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故 C 项错误；此图反映出

汉代豪强地主在庄园内驱使农民集体生产的情形，故 D 项正确。 

【答案】D 

6．【考点】古代中国的经济——经济重心南移 

   【解析】坊市制度瓦解只体现出商品交换场所的变化，而不能作为促进全国经济重心南

移的主要原因，故 A 项错误；土地集中导致自耕农数量减少，国内购买力下降，不利

于农业和商业经济发展，不是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动力，故 B 项错误；农业技术进步

会推动农业发展，也会使更多的农产品投入市场，带来商品经济发展，是推动全国经济

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动力，故 C 项正确；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多为官府控制的朝

贡贸易，对国内经济发展影响不大，不是促进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动力，故 D 项错误。 

【答案】C 

7．【考点】古代中国的经济——小农经济 

   【解析】战国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收益增加，使得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

的生产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故 A 项正确；战国时期的重农抑

商政策抑制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与农业收益的增加无直接关系，故 B 项错误；畜

力与铁制农具的使用导致农业收益的增加，故 C 项错误；国家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

阻碍了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与农业收益的增加无直接关系，故 D 项错误。 

【答案】A 

8．【考点】中国古代农业经济 

【解析】本题考查对材料信息的提炼和所学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据题干材料信息，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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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出土于秦魏等国故地，故 AC错误；D单纯从题干材料信息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从题干

河南辉县魏墓出土的农具成套来看，成套的农具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故符合题

意的是 B 

【答案】B 

8．【考点】古代中国的经济——汉初经济发展 

  【解析】西汉初年，由于社会经济凋敝，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秩序稳定，到汉

武帝时经济得到发展，因此马匹大量增加，故 A 项正确；材料中并未涉及引进西域良马

的信息，故 B 项错误；游牧民族大规模移居中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题干时间不符，

故 C 项错误；马匹增加主要是经济发展，百姓也能养得起马，并不是因为战马消耗减少，

故 D 项错误。 

【答案】A 

9．【考点】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自然经济顽强抵抗 

【解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受到破坏，但这不是英国商品滞销的原因，故 A 项错

误；1853 年的晚清政府并没有实行保护本国经济的政策，故 B 项错误；当时中国农耕经

济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印度，故 C 项错误；题干信息表明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并

没有完全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仍然滞销，原因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的顽强抵抗，故 D 项正确。 

【答案】D 

10．【考点】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小农经济顽强抵抗外国经济 

   【解析】依据材料无法推断包装改用洋布是因为中国的土布质量粗糙，故 A 项错误；依

据材料无法推断包装改用洋布是因为英国棉布的价格优势，故 B 项错误；材料没有反

映出中国生丝在英国是否畅销，故 C 项错误；曼彻斯特上等棉布之所以是“无用的”，

是因为受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抵制，英国的上等棉布仍然滞销，因此用来包装中国生丝，

故 D 项正确。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