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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历史 实施年级 高二
课程标准模块 历史选择性必修2经济与社会生活

2.1 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

使用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

单元名称 第一单元 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

单元课时 3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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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引领性学习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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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2第一单元课标要求

知道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演进

的过程及意义；知道古代不同地区的食物

生产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古代）

了解新航路开辟后食物物种交流及其历史

影响。（近代）

了解现代农业、渔业发展过程中，人类在

食物生产、储备等方面的进步，认识消除

饥饿和食品安全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意义。

（现代）

 

引领性主题的确立

第一单元教材知识结构

古代 近代 现代

食物生产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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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素养导向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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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知识与问题链
课时 主干知识 教材预设问题 问题链

第一课
时

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
产（1）人类早期的生
产与生活
（2）不同地区的食物
生产与生活
（3）生产关系的变化

[思考点]与食物采集者相
比，食物生产者的生活发
生了哪些变化？
[学思之窗]恩格斯这段话
描述的是什么？发生在哪
个历史时期？
[问题探究]上面两段材料
对远古人类生活和农业起
源的描述有何不同？结合
相关史实，谈谈你对这一
问题的看法
[学习拓展]查找资料，了
解汉朝栽培的蔬菜有哪些
种类？

（1）原始农耕和畜牧出现前人类
如何生活？
（2）原始农业是如何出现的？有
什么意义？
（3）列举世界各地食物生产出现
的概况及特色。
（4）概括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
的简况及特点。
（5）比较西亚和美洲地区食物生
产出现的异同，分析形成原因及
影响。
（6）总结古代不同地区农业生产
的特点，分析古代农业生产对社
会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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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知识与问题链
课时 主干知识 教材预设问题 问题链

第二课
时

新航路开辟后的食物
物种交流
（1）美洲物种的外
传
（2）其他地区物种
在美洲的推广
（3）食物物种交流
带来的影响

[思考点]食物物种交流怎样
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学思之窗]依据上述材料，
谈谈甘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问题探究]农作物的交流，
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人类社会？
[学习拓展]查找资料，写一
篇介绍美洲的菠萝在中国引
种和传播的情况。

（1）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物种
是如何外传的？美洲物种外传产
生了什么影响？
（2）新航路开辟后，外来食物
物种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对中国
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3）概括新航路开辟后外来物
种传入美洲的情况，分析外来物
种传入美洲所产生的影响。
（4）新航路开辟后，食物物种
在全球范围的交流传播产生了什
么影响？
（5）从玉米、马铃薯、辣椒、
水稻、小麦中任选一种，介绍其
新航路之后的全球传播情况，并
分析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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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知识与问题链
课时 主干知识 教材预设问题 问题链

第三课
时

现代食物的生产、储
备与食品安全
（1）食物生产的现
代化
（2）食物储备技术
的进步
（3）消除饥饿与食
品安全

[学思之窗]粮食安全问题产
生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应该
如何应对粮食安全问题？
[思考点]冷链物流对人们的
生活有哪些影响？
[思考点]为什么会出现食品
安全问题？
[问题探究]为什么中国会成
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
力量？
[学习拓展]选择一种你熟悉
的食品保藏技术，了解它的
起源和发展。

（1）食物生产现代化出现的背
景是什么？食物生产现代化有哪
些具体表现？
（2）比较古代粮食储备与现代
粮食储备的异同。分析造成异同
的原因。
（3）古代人是如何保存食品的？
请举例说明。
（4）冷链物流产业是如何产生
的？对食品保存有什么积极意义？
（5）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粮食
安全问题？
（6）农业现代化与食品安全问
题有什么联系？应对食品安全问
题，我们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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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与必修的关联

食物
生产

社会生
活

生产方
式

科学技
术

阶级和
国家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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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与必修的关联

全球联
系的建
立

早期殖
民扩张

人口迁
移与物
种交换

商品的
世界性

流动

物种
交换

美洲物种
的外传

食物物种
交流带来
的影响

其他地区
物种在美
洲的推广

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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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生产是学生所熟悉的历史现象，但是学生

并不清楚现代食物生产出现以前人类的食物生

产及其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不能理解食物

生产为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出现。

考虑学生学情

学生对新航路开辟的背景和影响已有一定的了

解，对于其中的一个影响——物种交流需要进

一步深化认识。

学生对现代食物生产比较熟悉，有一定的社会

和生活经验，但需要引导学生加深对社会现实

问题的认识，增添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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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知识与问题链
课时 第一课时 第二课时 第三课时

问题链

（1）原始农耕和畜牧出现
前人类如何生活？
（2）原始农业是如何出现
的？有什么意义？
（3）列举世界各地食物生
产出现的概况及特色。
（4）概括中国古代农业生
产发展的简况及特点。
（5）比较西亚和美洲地区
食物生产出现的异同，分析
形成原因及影响。
（6）总结古代不同地区农
业生产的特点，分析古代农
业生产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1）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物种
是如何外传的？美洲物种外传
产生了什么影响？
（2）新航路开辟后，外来食物
物种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对中
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3）概括新航路开辟后外来物
种传入美洲的情况，分析外来
物种传入美洲所产生的影响。
（4）新航路开辟后，食物物种
在全球范围的交流传播产生了
什么影响？
（5）从玉米、马铃薯、辣椒、
水稻、小麦中任选一种，介绍
其新航路之后的全球传播情况，
并分析其影响。

（1）食物生产现代化出现的背
景是什么？食物生产现代化有
哪些具体表现？
（2）比较古代粮食储备与现代
粮食储备的异同。分析造成异
同的原因。
（3）古代人是如何保存食品的？
请举例说明。
（4）冷链物流产业是如何产生
的？对食品保存有什么积极意
义？
（5）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粮
食安全问题？
（6）农业现代化与食品安全问
题有什么联系？应对食品安全
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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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导向的学习目标
课标素养名称 学习目标 对应关系说明

A唯物史观
B时空观念
C史料实证
D历史解释
E家国情怀

通过阅读分析原始农业畜牧业产生的相关历史资料，认识食物生
产出现的历史条件，了解不同地区原始农业兴起的具体表现，认
识不同地区食物生产的特点，理解原始农业兴起所产生的深远影
响。

A唯物史观
B时空观念
D历史解释

通过和新航路开辟以前物种交流的特点进行对比，理解新航路开
辟之后物种交流的特点。通过新航路开辟后美洲和其他地区的物
种交流的传播路线图及相关历史资料的阅读，建构新航路开辟后
世界不同地区食物物种交流的知识结构，认识新航路开辟后全球
食物物种交流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B时空观念
C史料实证
D历史解释

通过阅读历史材料，从生产经营模式、生产方式、育种技术发展
和畜牧渔业生产现代化等角度认识食物生产现代化的具体表现，
了解近代以来食物储备技术进步的具体表现，认识食物生产现代
化的作用，认识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并能提出相应
的解决策略。

C史料实证
D历史解释
E家国情怀

在了解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食物生产具体表现及特点基础上，能
够正确分析食物生产发展变化的趋势及成因，从整体上认识食物
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B时空观念
D历史解释
E家国情怀

路径

行为
表现

整合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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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挑战性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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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学习任务

课时 学习目标 情境-问题-任务-活动

第一课时

通过阅读分析原始农业畜
牧业产生的相关历史资料，
认识食物生产出现的历史
条件，了解不同地区原始
农业兴起的具体表现，认
识不同地区食物生产的特
点，理解原始农业兴起所
产生的深远影响。

通过自主阅读教材相关内容、分析
教师所提供的材料，划分食物生产
发展的阶段，认识原始农业产生的
条件。

通过自主阅读教材，归纳不同地区
食物生产的具体情况，通过相关历
史材料的阅读，分析比较食物生产
在世界各地出现的异同。通过提供
汉朝铁犁牛耕技术推广的相关材料，
探究中国古代的食物生产情况。

通过典型材料的分析，提炼食物生
产出现后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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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学习任务

课时 学习目标 情境-问题-任务-活动

第二课时

通过和新航路开辟以前物
种交流的特点进行对比，
理解新航路开辟之后物种
交流的特点。通过新航路
开辟后美洲和其他地区的
物种交流的传播路线图及
相关历史资料的阅读，建
构新航路开辟后世界不同
地区食物物种交流的知识
结构，认识新航路开辟后
全球食物物种交流所产生
的历史影响。

通过新航路开辟前后的两段材料的
对比，比较不同阶段物种交流的不
同点。

通过自主阅读教材，尝试绘制新航
路开辟后的物种交流路线图，梳理
与建构新航路开辟后不同地区物种
交流的知识结构。以甘薯在中国的
传播为例，深入探究物种传播的相
关情况。

以具体的案例玉米在全球的传播为
例，多角度探究新航路开辟给美洲、
欧亚等地带来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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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学习任务
课时 学习目标 情境-问题-任务-活动

第三课时

通过阅读历史材料，从生
产经营模式、生产方式、
育种技术发展和畜牧渔业
生产现代化等角度认识食
物生产现代化的具体表现，
了解近代以来食物储备技
术进步的具体表现，认识
食物生产现代化的作用，
认识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
问题的严重性并能提出相
应的解决策略。

通过阅读不同时期食物生产和储存
的情况，联系现代食物生产情况，
概括食物生产和储存技术的进步。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谈谈食物储
存技术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学生自主阅读教材，梳理粮食安全
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概括学
者布朗关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观
点，并运用相关材料对他的观点进
行评价。

学生结合所提供的材料，并联系自
己生活，谈谈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
原因。通过所提供的材料，思考解
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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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

出处

设问

例1：教科书辅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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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教科书辅栏的使用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材料一  据清朝陈世元的《金著传习录》记载，“番著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间,间人陈振龙贸易其地”,

发现朱薯价格极贱，并且极易引种，尺许薯藤便可“随栽随活”。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

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混过关卡后，经七昼夜航行返回福州。值闽中早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

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跷确之地遍栽播。 

材料二  万历庚辰,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偕往。比至,首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食土产日薯者,味甘美。

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                                   ——《凤岗陈氏族谱》

材料三  据宣统《东莞县志·物产》记载，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凤冈人陈益乘船到安南（越南）,

当地首领用一种名叫白薯的土产招待他，这种土产味道甘美。陈益“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由于

来自番邦，故名之为番薯。

 材料四  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因此

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七《树艺》，第277页

设问：阅读上述材料，谈谈关于甘薯传入中国可以确认的史实。

从史料中提取历史信息，归纳概括能力；
不同类型史料信息相互印证；
运用史料对所探究的历史问题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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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多角度探究玉米传播带来的全球影响。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提取历史信息，处理材料信息，多角度解释历史事物

例2：补充情境材料，帮助学生明确结论是如何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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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持续性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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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的学习评价

挑战性的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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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任意一种中国历史上的外来农作物（马铃薯、西红柿、辣椒等），撰写一篇历史小论文。

例1：课后作业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以“食物物种交流的影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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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单元作业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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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普通高中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第一期研修班



设问：

（1）概要叙述“哥伦布大交换”给世界带来的影响。（6分）

（2）2015年以来，围绕中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生活，“马铃薯主食化”成为国内媒体热议的话题。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请你以“百科”知识介绍的形式，结合热议话题更新“马铃薯”词条的内容。

（10分）

要求：充分运用材料中的信息；可适当摘要使用材料（没有逻辑地整段照抄材料原文不给分）；历

史事实表述准确；叙述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叙述紧扣词条主题。

新的情境：从玉米到马铃薯

单元知识的综合：近现代食物生产的影响

关注现实生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

从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建构自己的认识，以实证的精神处理历史与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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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四 论述符合时代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趋势，价值判断与意义阐释正确。
水平三 史事与现实问题关联紧密，能解答适应主食化中的相关问题。
水平二 提出了话题，概念使用准确，但观点与史事、概念之间关联性不强。
水平一 不能紧扣话题运用相关的信息，时空混乱、表述错误，逻辑混乱，史事运用

与表述不符合生活常识或不能论证话题或与话题没有关联。仅罗列史事或只
列出大事年表，没有围绕这个话题进行叙述。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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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考试评价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材料一  蔗糖在1100年左右传入欧洲时价格昂贵，只有富人才用得起。哥伦布于1493年第二次远航时首次将甘

蔗带到了美洲，此后甘蔗种植园在加勒比海和巴西等地逐渐发展起来。种植园首先使用美洲土著作为劳动力，他们

死于疾病和过度工作后，从非洲运来的奴隶便填补了劳动力缺口。美洲生产的蔗糖主要供应欧洲市场。

    1650年以后蔗糖产量激增，价格下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伴着茶或咖啡等品尝到糖。1750年以前，蔗糖的最大

消费群体是富人，而1850年以后，英国蔗糖的消费量比150年前高出了40倍，最大消费群体变为穷人。一位观察家感

叹英国人普遍饮用加糖的茶，“普通百姓居然不得不把从地球遥远的两端所进口的两种物品当做他们的日常饮食”。

加入蔗糖的茶和果酱等为工人家庭提供了大量卡路里，又把女工从费时费燃料的烹调工作中解放出来。蔗糖的营养

价值虽然不高，但却是一种廉价的能量来源，为欧洲的工业化作出了贡献。

    蔗糖成为最早的全球化商品之一，种植园体系所产生的收益自然流向欧洲的殖民国家。德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

黑伦说：“自从殖民地的各种产品——尤其咖啡、蔗糖和茶叶，在欧洲进入日常消费以来，殖民地的重要性日益增

长，其自然的结果是这一商业体系的地位愈加稳固。”

                                                    ——摘编自[美]J.M.皮尔彻《世界历史上的食物》等

设问：结合所学，以“蔗糖与近代社会历史变化”为主题，对以上材料进行解读。

新的情境：从马铃薯到糖

能力的综合性：归纳概括、分析、论证
知识综合性：必修新航路开辟+殖民+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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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层级 评价标准

水平四
（13-16分）

能够充分理解和运用材料，准确、全面地概括近代蔗糖的演变，结合所
学，多角度分析其与近代社会历史变化的关联。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论述完整，语言规范。

水平三
（8-12分）

能够理解和运用材料，基本概括出近代蔗糖的演变。能够结合所学，分
析其与近代社会历史变化的关联。史论结合，逻辑清楚，但论述不够完
整，语言不够规范。

水平二
（4-7分）

能够运用材料概括出近代蔗糖的演变，但不够深入或不够准确。结合所
学分析其与近代社会历史变化的关联，论述不完整或逻辑性不强，语言
不规范。

水平一
（0-3分）

不能运用材料概括近代蔗糖的演变或概括错误。分析与论述其与近代社
会历史变化的关联，逻辑混乱或没有论述和分析。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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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深度学习”是个人将在一个情境中学习的内容迁移应用于新

情境的过程。深度学习通常是个人在与他人分享学习和互动中

发生的，其形成的知识是可迁移的，包括学科内容的知识和为

何、何时、怎样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问题。

———— James W. Pellegrino 和 Margaret L. Hilton 编

著《为生活和工作的教育：开发 21 世纪可迁移的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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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

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

此框中选择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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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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