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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本书是一套与教材同步的讲解类图书。
在编写中本着“精、细、透、全、新”的宗旨，首先落实知识点一连成知识线一形成知识面一结成知
识网，对重点、难点详尽解读，同时还有兼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辅助性知识，是一本可以代替教
材的教辅书。

2．完整的学习体系。
通过基础全面解读、重难点层层突破等环节形成完整的能力培养体系，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形
成能力。

3．平时训练考试化。
通过讲评最新高考真题、模拟题，练方法、练技巧、练速度、练准确度、练准确率。

4．教材习题全面解答。
本书全面解析教材课内和课后习题，注重解题思路的点拨，是您学习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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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依据前两句，可推知此工程起到了旱涝保收的良极作用；根据第三句话，可推知此工程位于“蜀
”地，即今四川境内。
B项郑国渠在走中，C项灵渠在南方，D项芍陂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利工程。
故只有A项都江翟符合要求。
故选A。
　　衄黍和稷为同一类作物，黏性的称黍，不黏的称稷。
商代甲骨文中黍字出现300多次，稷字出现40次；。
由此，研究者可能作出的判断是　　八.《诗经》包含了大量反映农事的作品B甲骨文是研究中国古代
农业的重要资料　　C.黍和稷是商周最重要的粮食作物n古代中国是世界上农业生产最早的地区　　1
分析l本题属于推断题，需准确把握并理解材料的信息，从题干所给的商代甲肾文记载这两个字的次数
上来看，它远远高于周代，由此可判断这两种作物在商代壶该是不鲜见的。
故可做出正确判断，而A、B、D三项的表述在题干所给材料中并没有显现。
故选C。
圆圈“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这句话反映了　　A.手工业经济的生产方式　　B.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c.古代妇女的地位较高　　D.
商品经济的发达1分析I此题考查阅读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小农经济是指以个体家庭为主要单c主，农业
经营规模不大的一种经济形态。
其本质特征是指家庭经营，生产规模小，自给自足，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市场交换需要，而是为
了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均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所以正确答案为B。
　　硼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
若不由兹，而云太平者，谬矣。
”　　——《旧唐书》　　材料二“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
至四年，米斗四五钱，⋯⋯马牛被野。
”　　——《新唐书》　　材料三下表为天宝八年（749年）统计河北道、河南道（唐玄宗时按山河地
形，分全国为十五道）各仓所储粮食量。
各仓储粮大致反映各地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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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教材完全解读：历史（高中必修2）（新课标·岳麓升级金版）》与最新教材完全同步，重
点难点详尽解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