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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是影响高中历史教学质量的重要一 

环。命题是高中历史教师不可或缺的专业素养。 

然而，高中历史 日常教学和考试中所使用的试 

题水准常常参差不齐，内容重复率高。依靠大量 

低水平命题逼迫学生机械化练习，大搞题海战 

术，有悖历史教育的初衷。当前，素养教育正在 

铺开，以命题为抓手的学业测量理应跟进。有鉴 

于此 ，笔者不揣浅薄，模仿高考材料解析题的样 

式，遵循历史学科素养的考查导向，以“茶的历 

史”为主题，命制试题若干并陈述命题程序与理 

由，期待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检验。 

一

、灵感由来与命题缘起 

笔者素好饮茶。一日友人从斯里兰卡归来， 

赠我锡兰红茶(Ceylon Black Tea)一罐。浏览罐 

身英文，方知锡兰红茶历史悠久，大有来头。商 

标中印有一枚历史人物头像 ：詹姆斯 ·泰勒 

(James Tylor)——“锡兰红茶之父”。泰勒何许人 

也?又因何享此美誉?一时好奇，遂在自由维基 

等网站上检索一番。① 

【收稿日期】2018—10—20 

泰勒于 1835年生于苏格兰，十几岁时便漂 

洋过海来到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锡兰，在咖啡种 

植园打工。1867年，泰勒在锡兰中央高地山区的 

鲁拉孔德拉(Loolecondera)试种茶树成功 ，经不 

断改良树种和制茶技艺，特别是研制和使用揉 

捻茶叶的机械，大大提高了当地茶叶的产量与 

质量，由此奠定了锡兰红茶的地位。泰勒毕生勤 

勉，心无旁骛，专于茶事，终老于他亲手开创的 

鲁拉孔德拉茶园，足另后人感佩。 

锡兰红茶又源 自哪里呢?据传，1866年泰勒 

曾访问印度 ，他引种到斯里兰卡的茶苗，产 自印 

度的阿萨姆。那茶又是如何传播到印度的呢? 

1851年 ，英 国植物学家罗伯特 ·福琼(Robea 

Fo~une)受东印度公司委托前往中国，将数名中 

国制茶工人以及若干茶种茶苗运到印度加尔各 

答。c讥 经辗转，茶树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山区落 

地生根，迅速拓植。英帝国的南亚殖民地遂逐渐 

取代中国成为供应欧美红茶的主产地。⑧ 

如今 ，印度的阿萨姆红茶和大吉岭红茶、锡 

兰高地红茶和中国安徽的祁门红茶并称为 “世 

界四大红茶”。众所周知，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 

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 代以来，饮茶之风在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重点课题“中学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分解与教学落实路径研究”(项目编 

号：ZD17221)研究成果。 

① “Tea Prodoction in Sri Lanka”，http：／／en．wikipedia．org，2018-07-12 

② 此处 1851年虽然不是中国茶种外传的起点，但却是现在记载最为明确的、最早的中国茶经由英国人之手，传入印度的典型 

事件。 

③ [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④ 宋时磊：《唐代茶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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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潮流中由“地方性”习俗转变 

为世界历史现象。①中学历史教材中大名鼎鼎的 

波士顿倾茶事件，表明茶亦远播北美，点燃了轰 

轰烈烈的美国独立运动。在近代中外贸易，特别 

是中英贸易中，茶叶一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8 

世纪，英国直接从中国大量进 口茶叶，因担心白 

银外流，遂于 l9世纪初以倾销鸦片来扭转贸易 

逆差。故而有学者又将中英“鸦片战争”称作“茶 

叶战争”。 l呵 以这样讲，茶叶贸易直接牵动近代 

中国对外贸易和国际关系的神经，是深度理解 

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关键知识点。遐想至此，中 

国、南亚、西欧 、北美——这些地点已经在笔者 

的头脑中初步勾勒了一副茶之行旅的世界地 

图。低眉凝神，sb／],茶杯中似乎正旋动着一部波 

澜壮阔的大历史。笔者多年关注高考材料解析 

题，2018年高考文综全国 II卷刚刚以大豆为题 

考查过“哥伦布大交换”， ‘茶之传播”与之异曲 

同工，恰可作为上好素材 ，命制一道标准的材料 

解析题。 

二、材料提取与问题考量 

高质量原创性的史料题 ，必是基于原典的、 

具有学术含量的史料。史料阅读是材料题命题 

的源头活水。为获知有关茶的可靠史料 ，笔者查 

阅了相关论著，按时序线索提取信息，列大事年 

表如下： 

1630年代：中国的茶叶被荷兰商人带到英 

国。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茶对于英国人而言是一 

种极为罕见的陌生饮 品。 

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来广州运茶， 

随后又在厦门、澳门等地集中采购茶叶。 

1652年到 1667年 ：两次英荷战争，英国取 

代荷兰。垄断了中国茶叶贸易。 

1658年，伦敦《政治快报55上刊登 了一则茶 

叶广告：极佳的中国饮品，有治疗头痛、增进食 

欲、补充营养等功效。④ 

1660年，经常出入英格兰酒馆与咖啡馆的 

塞缪尔·佩斯皮在 日记中写道：我让人买回了一 

杯我从未饮用过的饮料——茶。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王查理 

二世，为英国宫廷带来饮茶风尚。 

1664年：东印度公司向凯瑟琳王后献上装 

在银盒中的中国茶。 

16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专营中国茶 

叶贸易，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到欧洲市场。 

17世纪末：欧洲上流社会刮起“饮茶风”。当 

时，每磅茶叶 1英镑，相 当于一个体力劳动者 6 

周的收入。 

18世纪初 ：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 

品的第一大宗，欧亚贸易进入“茶叶世纪”。 

1711年，文艺评论家爱德森评论道：生活讲 

究的英国家庭，每日早餐都有茶和面包。16世纪 

后半叶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人的早餐是 

几片牛肉。 

1750年代：喝下午茶成为英国中产阶级的 

生活习惯。有诗为证：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界 

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止。⑤ 

1730年：苏格兰医生托马斯·肖特指责茶使 

人忧郁，导致身体不适。 

1746年：英国新教领袖卫斯理说喝茶“毁掉 

了身体”。他号召信徒戒茶。 

18世纪中期的《女一l#-杂志》：女性因茶而沉 

迷享乐，嗜茶破坏家庭幸福。 

1757年：英国慈善家乔纳斯·汉维批评道： 

当普通民众不满足于自己国家的健康食品，而 

要到偏远之地去寻找邪恶的味觉，这个民族已 

经堕落到了何等愚蠢的地步1 

18世纪中期：有人批评饮茶破坏了清教徒 

简朴勤勉的品质，让英国人崇洋媚外。⑥ 

① 沈立新：《略论中国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史林}1995年第3期。 

② 周重林：《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③ [美]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郑明萱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④ 矶渊猛：《一杯红茶的世界史55，朝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7~12页。 

⑤ Julie E．Fromer．A Necessary Luxury：Tea in Victorian England,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8 

⑥ 刘章才：《18世纪英国关于饮茶的争论》，《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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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代：茶叶占东印度公司自华输出商 

品总量的 90％以上，进口量是 1750年的3倍。茶 

叶走私贸易盛行。 

1786年，一名法国旅行者写道：在英国，即 

使是贫困百姓家，也能和富裕人家一样一天喝 

两次茶。那些指责茶饮有害的观点渐渐消失，茶 

成为英国的“国饮”。 

1795年，戴维斯在《英国农工状况考察》中 

提到：麦芽酒太贵，牛奶也喝不起，在恶劣的天 

气与艰苦的条件下，唯有茶能让他们咽下干面 

包，茶是他们不可或缺的饮料。当代史学家麦克 

法兰认为：中国茶叶适逢英国生产变革，促进了 

英国工业的发展 。 

18世纪最后一年，英国茶叶消费量达 2300 

万磅，需求势头迅猛，但英国产品在中国却打不 

开销路，贸易逆差扩大。英国人担心：到哪儿去 

弄那么多的银子从中国购买茶? 

1820年代：英国先是依靠印度的棉花，进而 

依靠鸦片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1851年，东印度公司派罗伯特·福琼前往中 

国，将中国的茶树茶种和制茶工人带到印度，茶 

在印度和锡兰大面积种植。欧洲红茶市场摆脱 

了对中国产地的依赖。 

1866年，英国人消费的茶叶只有 4％来自印 

度，到 1903年上升到了59％。输往西方的中国 

茶叶份额下降到了10％。① 

材料提取和编排的过程，伴随着问题的提 

出与解释建构。从 17世纪到 19世纪的二三百 

年问，英国人的饮茶风俗随社会变迁而更易。此 

间，英国开启了近代化政体改良与生产方式变 

革 ，迅速崛起为资本主义强国，旋即开始海外扩 

张，建立起遍布全球的资本主义原料产地和商 

品市场。诸如重商主义、中产阶级崛起、新教伦 

理、城市化、工业革命、英荷战争、征服印度、鸦 

片战争、殖民贸易等英国与西方近代早期的世 

界历史大事 ，都辗转投射于英国国民生活的细 

微 日常。茶事虽小，却牵连出一部大历史。由皇 

家显贵独享的奢侈品到普通民众 日常消费之 

物 ；从有伤教化 、饱受争议的“祸水”到兼具保 

健、休闲与社交功能的“国饮”，甚至成为英国工 

人阶级首选的“体能饮料”；从经由荷兰与葡萄 

牙等老牌列强之手初识 “神秘的东方饮品”，到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亚欧茶叶贸易的垄断；从高 

度依赖中国，到另辟产地以寻求对华贸易逆差 

的扭转；等等，世界历史的合力在英国饮茶时风 

的动画里呈现出小中见大的演进趋势。命题者 

的阅读与思考，恰是下一步呈现在卷面中提给 

学生之问题的雏形。 

三、立意引领与试题呈现 

材料和问题只是命题的资源，立意引领才 

是试题成型的关键一步。只有明确命题立意，即 

我们到底需要通过试题考查什么，才能绳引墨 

削，放手取舍，利落剪裁出符合考查 目标的试 

题。兹以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为立意，编排改写上 

述茶史素材，设计试题如下： 

命题 1：“唯物史观”与“历史解释”的考查 

材料 ：18世纪中叶，下午茶风行英国，引发 

关于茶的争论。一位医生指责茶使人忧郁。英国 

新教领袖卫斯理号召信徒戒掉荼，认为喝茶毁 

掉了身体。一本《女性杂志》称：女性因喝茶而沉 

迷于浮华生活，嗜茶是破坏家庭的元凶。慈善家 

乔纳斯·汉维批评道：当普通民众不满足于 自己 

国家的健康食品，而要到偏远之地去寻找邪恶 

的味觉，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何等愚蠢的地 

步!到了18世纪末，几乎每个英国家庭都喝红 

茶，即使是贫困百姓家，也能和富裕人家一样 ， 

一 天喝两次茶。那些指责茶饮有害的观点渐渐 

消失，茶成为英国的“国饮”。当代英国史学家麦 

克法兰认为：中国茶叶适逢英国生产变革，为机 

器生产注入了 “动能”。恰如 1795年戴维斯在 

《英国农工状况考察》中所提到的那样：麦芽酒 

太贵了，牛奶也喝不起，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 

生活条件下，唯有茶能让他们咽下干面包，茶是 

他们不可获取的饮料。 

(1)阅读材料，概括 18世纪英国人反对饮 

① [英]支伦·麦克法兰、艾丽斯·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扈喜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5~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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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理 由 

(2)区分材料中提到的观点，指出哪些是历 

史事实，哪些是史学评论。 

(3)基于材料，结合所学，解释“指责茶饮有 

害的观点渐渐消失”的历史原因。 

(4)基于材料 ，结合所学，论述饮茶之风与 

英国工业革命的关系。 

说明：当代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属于史学评 

论，其余历史上对茶的评论皆属于历史事实。将 

麦克法兰的观点置于戴维斯的论述之前，增加 

了辨识的难度。如降低难度，可将麦克法兰的观 

点置于最后。“指责茶饮有害的观点渐渐消失” 

的根本原因在生产力飞跃而引发的英国社会与 

生活方式的变革，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茶所具有的防病保 

健、休闲社交和补充体能的功效已得到实践检 

验，故成为社会共识。特别是，作为物美价廉的 

平民饮料 ，茶取代酒成为补充工人体能的液体 

面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优质体能资源，正可谓 

适应了生产与社会变革的需求。① 

命题 2：“时空观念”与“历史解释”的考查 

材料：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但在 17世纪之 

后，茶叶开始了欧亚大陆的西行之旅，逐渐成为 

全球饮料。材料 A交代了中国茶叶输入英国的 

开端。材料 B到F为全球茶叶贸易的历史信息。 

A．荷兰商人将中国的茶叶带到了英国 

B．英国在两次英荷战争胜 出，摆脱荷兰人 

对茶叶贸易的垄断 

c．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茶叶贸易，从 中国 

大量进口茶叶到欧洲市场 

D．茶叶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的最主要 

商品，英国社会茶叶需求量剧增，茶叶走私盛行 

E．为摆脱对中国产地茶叶的依赖，东印度公 

司派植物学家罗伯特 ·福琼盗取 中国茶种和制 

茶技艺，在印度的阿萨姆和锡兰(今斯里兰卡) 

试种茶树 

F．印度取代中国成为红茶出12第一大国，欧 

洲红茶市场摆脱了对中国产地的依赖 

(1)阅读材料 ，结合所学，按历史逻辑为 B 

到 F等 5条史料排序，并说明理由。 

(2)为茶叶的欧亚大陆“西游记”画一幅传 

播路线简图。 

说明：上题中A到 F的排序即属于正确答 

案。每一则材料中都包含一个典型历史事件，通 

过时间定位和逻辑推理，可确定时序。茶叶西传 

有两条路径 ：由中国而到荷兰，再到英国；由中 

国而到印度，再到斯里兰卡。 

命题 3：“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的考查 

材料：1658年，伦敦《政治快报》上-7=1登了一 

则茶叶广告，称茶可以改善体质，这是英国最早 

的关于茶的记载。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 

到英国，为英国宫廷带来饮茶之风。1669年，英 

国政府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茶叶贸易，从 

中国大量进12茶叶到欧洲市场。当时，在英国， 

每磅茶叶售价 1英镑，相当于一个体力劳动者 6 

周的收入。1711年，文艺家爱德森评论道：生活 

讲究的英国家庭 ，每 日早餐都是用一个小时的 

时间边喝茶，边吃黄油面包。英国的早餐习惯已 

经被茶改变。1750年代，下午茶风俗在英国中产 

阶级流行。有诗为证：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界 

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止。当茶开始向更广泛 

的人群普及时，有人指责饮茶败坏世风，无益健 

康。1774年，茶叶成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的 

最主要商品，茶叶走私贸易亦非常盛行。1786 

年，一名法国人到英国旅行时注意到：即使是贫 

困百姓家，也能和富裕人家一样，一天喝两次 

茶。茶饮有害的说法渐渐消失。因为廉价而且能 

够迅速补充能量，茶特别受工人阶层的欢迎。18 

世纪末，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达到了2300 

万磅 ，与这 个世纪的头一年相 比，足足增长 了 

200倍。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入的英国 

产品却打不开销路 ，英国的贸易逆差在继续扩 

大。英国人甚至担心：到哪儿去弄那么多的银子 

从中国购买茶。1851年，英国人将中国的茶树和 

制茶技艺带到印度，茶在印度和锡兰大面积种 

植，欧洲红茶市场摆脱了对中国产地的依赖。 

(1)阅读材料，结合所学，归纳英国饮茶之 

风的演变特点。 

① [英]艾伦·麦克法兰、艾丽斯·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扈喜林译，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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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阅读材料 ，结合所学，解释一种演变特 

点的历史原 因。 

(3)材料 中提到“英国人担心没有足够的银 

子从中国购买茶”。指出为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 

采取了什么措施。 

说明：特点及原因详见本文第二部分的评 

论。如材料所示 ，为解决贸易逆差，英国人从中 

国窃取了茶树茶种和制茶技艺。倾销鸦片，发动 

鸦片战争是另一应对措施。 出这一关键点， 

考生必须“结合所学”。 

命题 4：“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的考查 

材料 1：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茶文化源 

远流长。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来广州运 

茶。到了18世纪初，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 

口商品的第一大宗，欧亚贸易进入“茶叶世纪”。 

茶叶传入英国之初，即被称为“医师认可的极佳 

的保健饮品”，此后逐渐风靡英国社会，下午荼 

成为城市生活的新风景。1795年，戴维斯在《英 

国农工状况考察》中提到：麦芽酒太贵了，牛奶 

也喝不起，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条件下，唯有 

茶能让他们咽下干面包，茶是他们不可获取的 

饮料。在 18世纪，英国茶叶消费量足足增长了 

200倍。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入的英国 

产品却打不开销路，英国的贸易逆差在继续扩 

大，英国人担心：到哪儿去弄那么多的银子从中 

国购买茶。 

材料 2：185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植物学 

家罗伯特·福琼前往中国，将中国制茶工人以及 

若干茶苗茶种秘密运到印度。在福琼的帮助下， 

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成功引种茶树。此后， 

印度取代 中国成为世界红茶 出口第一大国。 

1866年，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 

印度。到 1903年，这个比率上升到 了59％。当 

时，中国茶叶占输往西方的茶叶中的份额下降 

到 了 10％。 

材料 3：据统计，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茶叶 

出I：2大国，但 中国茶叶贸易，特别是高端红茶贸 

易的世界市场份额却远低于英国。英国进口茶 

叶的 20％VY,上用于加工再 出口，出口价格是进 

口价格的2倍以上。以先进独特的加工工艺，现 

代化的市场营销和享誉世界的品牌 (如立顿红 

茶)，占据了当今世界茶叶市场的大量份额。 

(1)根据材料 1，说明中国茶叶为英国社会 

发展带来的好处。 

(2)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认为：茶叶成就 

了中国，也毁掉了中国。根据材料 1和材料 2，结 

合所学，对这一观点进行解释。 

(3)结合所学，分析中国荼种在印度和锡兰 

(今斯里兰卡)成功引种的原因。 

(4)根据材料 2和材料 3，结合所学，基于历 

史启示，为中国茶产业发展提几条建议。 

说明：对于英国人而言，茶具有防病保健 、 

休闲社交和补充体能的功效。17、1 8世纪的茶叶 

贸易使大量白银流人中国；为改变贸易逆差，英 

国发动鸦片战争 ，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②中国茶种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成功引种 

的原因涉及地理知识的考查， 于历史启示为 

中国茶产业发展提建议涉及政治知识的考查 ， 

说明此题亦符合文综试题的特点。为强化“家国 

情怀”考查 ，特意补充材料 2和 3，以“联系当 

下”。保护知识产权、注重核心技术的自主原创 

和革新、助推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转型，坚持扩大 

开放，方能在全球贸易竞争中争取主动。这些既 

是历史经验，也是现实对策。 

四、考点复核与试题检验 

命题是一种具有规定性的教学设计活动。 

适合高中教学的历史材料解析题受制于高中历 

史教学的特定情境与目标，其中必须考量的因 

素，就是是否偏离课程标准中规定的知识点范 

围。答题要求中的“结合所学”，需要事先在命题 

阶段排查教材，看考查内容是否“超纲”。可采用 

分列年表、大事排比的方式 ，查对考点与教材 、 

① 周重林：《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 

② 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③ [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孟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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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之间的关系，同时再一次深入探究个 

别事件、典型历史现象与其背后的宏观社会变 【作者简介】王邵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革间的关系，国别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关系。试题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有关茶史的关键材料逐一对应教材知识点，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可列表如下： 

表 1：“茶史”试题信息与教材知识点对应表 

茶史 英国史 中国史 世界史 

1658：茶叶广告 [必修 2：13211640年，英国资产 【必修 2：17]晋商经营的盐、铁、 [必修 2：82]许多新的商品，如美洲的烟草、可 

初现英国报纸 阶级和新贵族联合发动了反对 绵、布、皮毛、丝绸、茶叶及金融业 可和中国的茶叶等出现在欧洲市场上，香料 

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 商号遍及全国各地 ，并远涉欧洲、 等传统商品的交易量更是成倍上升。 

革命。 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 

1668：东印度公 [七年级下：56~57]宋代，茶树的栽 【必修 2：8811651年，英国议会颁布 《航海条 

司垄断茶叶贸易 [必修 2：92117世纪，英国商业 培有很大的发展 ，江南的丘陵地 例》。三次英荷战争后，荷兰不但丧失了海上 

资本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起 区，新辟了许多茶园。 霸主地位，而且失去了北美的殖民地。 

主要作用。英国成立许多贸易 

公司，进行海盗掠夺和不平等 

贸易。 

1799：英国担心 f七年级下：2118世纪末到 l9世 【必修 2：301中国棉花 、花生和茶 [必修 2：9911773年波士顿发生 “倾茶事件”。 

茶叶贸易逆差 纪初，英国向中国输出呢绒、布 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所扩 英国经济学家史丹莱·杰温斯描述英国 19世 

匹，但很难卖出去。相反却要从 大，一部分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受 纪中期成为“世界工厂”时写道 ：印度人和中 

中国购买大量茶叶 、生丝 、瓷 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影响。 国人替我们种植茶叶。 

器 ，白银外流。遂把侵略矛头指 

向中国。 

1903：供应英国 [九年级下：99119世纪中期，印 【必修 2：31～32】从 19世纪 70年 [必修 2：104119世纪末到 2O世纪初 ，全世界 

茶叶的主产地由 度 2／3的土地被英国占领。印度 代到甲午战前，中国民族资本主 基本完成了以资本主义市场为框架的分工 

中国转到印度 成为维系英帝国繁荣的重要殖 义初步发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形成。 

民地。 时出现短暂春天。 

说明：上表第 1纵列按时序选取了英国茶史中关键节点上的标志性事件。纵列2到 4为对应时段的教材知识点表述，所选教材 

版本为朱汉国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第一、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 

国历史七年级下册、九年级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图中[必修 l：132]代表必修一教材第 132页，余者同例。感谢陕西 

省汉中南郑中学田茂刚老师协助制作此表。 

注：①[英]菲立普·费尔南多一阿梅斯托：《文明的口味：人类食物的历史》，韩 良忆译，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l3年，第 190-192页。 

②C．Bayly,The Birth ofthe Modern World：l780—1914，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8，P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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