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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农耕生活》试讲稿

同学们，我国远古人类主要靠狩猎采集为生，住在洞穴或树上，随着人口的增多，原始

社会人们仅靠在野外“采集”食物为生行不行？为什么？如何获得固定的食物来源呢？假如

你是一个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仅靠在野外“采集”食物为生有哪些不便之处？（受季节变

化和天灾影响大，食物来源不充足，需要不断迁徒，等等），然后引出获得固定的食物来源

怎么办的问题，从而得出开始农耕生活是原始人类改善生存状态的关键的认识。

教师：这些都是神话传说，我国原始农耕究竟是怎样开始的呢？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

原始的农耕生活。

一、河姆渡的原始农耕

同学们，请观察其地理位置，主要反映了长江流域原始农耕的图景，距今约 7000 年。

那原始农业是怎样产生的？农业的发明是妇女的功绩。妇女在长期采集实践中，逐渐掌握了

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后来他们就在住处附近栽培一些植物，这样就慢慢地出现了原始农业，

因而当时从事农业的主要是妇女，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主导地位，故这一阶段属母系氏族

公社阶段，而且是其繁荣阶段。提问：河姆渡远古居民是怎样生产、生活的呢？学生回答后

教师点评并串讲强调：已使用磨制石器（新石器），指导学生观察与打制石器相比有何不同？

这有什么好处？教师总结：更精细、规则多了，更便于人类有效地劳动。我们的祖先就是利

用这样的工具栽培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成为几千年来人类赖以生存的两种主要粮食作物之

一，这是我们祖先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但这时狩猎和捕鱼仍占重要地位。

有了农业之后，人们还会随意迁徙、到处流动吗？不会；因为谷物等农作物种下后，必

须等待收割，而且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农业也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进行的，这

就要求人们定居下来；同时生产的发展，人们的衣食来源比较稳定，也为定居提供了条件，

所以其过上了定居生活。请学生根据投影图进行描述，教师补充：其房屋多为长方形的“干

栏式”木结构房屋，它以竖立的木桩为底架，在木桩上搭梁铺木板，在木板上建房屋，房顶

覆盖茅草，木构技术已相当成熟；今天我省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仍保留有这种建筑遗风。他们

已经挖掘水井，饮水比以前方便了。

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粮食有了保障，打回来的猎物一时吃不完，人们就把受轻伤或活

捉的动物驯养起来，慢慢就成了家禽家畜，原始畜牧业产生，那么它是从什么发展起来的？

狩猎。

农业的发展还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农业出现后，粮食成了主食，一次就能收割下许多，



2

这就需要大量的容器、炊具，陶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陶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氏族公

社之后的一项重要成就；他们还会制作简单的作为装饰品的玉器和自娱自乐的原始乐器等。

二、半坡原始居民的生活

引导学生观察其地理位置，主要反映黄河流域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原始农耕时代的图

景，距今约五六千年。烽火擂台：比一比半坡人与河姆渡人的生产和生活有哪些异同？教师

总结并强调：他们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如磨光的石器、木制的耒耜和石刀等，磨制石器不仅数

量大，而且种类多，考古学上把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他们栽培了世界

上最早的粟，成为几千年来人类赖以生存的两种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这是我们祖先对世界文

明的又一大贡献，经考古证明我国也是世界上很早就种植蔬菜的国家。

思考：狩猎、捕鱼与原始农业、畜牧业相比，在获取食物方面有什么区别？前者是原始

人消极地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后者是利用自然规律自己生产食物，人们的食物有了比较可靠

的来源。

半坡原始居民过着定居生活，他们的房屋有圆形，也有方形，多为“半地穴式”，即一

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是一种土木合筑的建筑，这种房屋比较暖和。其房屋为什么和河姆

渡原始居民的房屋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因为我国南北气候相差很大，不同的气候使南方、北

方的房屋建筑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半坡居民能制造色彩鲜丽的彩陶，上面绘有各式各样的美丽图案，有的还出现了一些刻

画符号，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我国早期文字的雏形；他们还会纺线、织布、制衣。

得出结论：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时要科学合理、协调兼顾。

三、大汶口原始居民

引导观察其位置，距今约四五千年，应指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主要反映黄河流域父系氏

族公社时期的情况，其农耕经济有更大发展，农具有磨制石镰、石锄等；原始手工业比以前

有更大进步，陶器有了黑陶、白陶。

考古学家在大汶口遗址墓葬中发现有 34％的墓葬有猪头、猪下颚骨，有的墓是一、两

个猪头，有的墓多达 14 个猪头。还有一个墓出土了包括绿松石项链在内的 180 多件珍贵随

葬品，而有一些墓却毫无葬品。思考：这些现象反映了什么问题？学生回答后教师强调：不

仅有了贫富分化，而且贫富差别相当大。师问：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主要是由

于生产的发展。由于男子在生产中取代了妇女的地位，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农耕成为主要生

产部门，生产的物资更多了，产品有了剩余；一些氏族首领和强壮的氏族成员就侵占这些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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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产品，使之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于是贫富分化产生。随着贫富分化加剧，逐步产生了阶

级。氏族首领和富有家庭成为奴隶主，穷困的氏族成员和打仗中被捉的俘虏成为奴隶。有了

阶级，就有了阶级压迫，原始社会走向解体。

因果关系：生产发展 → 产品剩余 → 私有财产出现 → 贫富分化逐步加剧 →

阶级产生→ 原始社会走向解体。反映这些情况的，除考古发掘的大量遗址外，还有广为流

传的炎帝、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相印证。

2．探究过程

（1）教师出示探究问题一：假如你是一个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仅靠在野外“采集”

食物为生有哪些不便之处？（受季节变化和天灾影响大，食物来源不充足，需要不断迁徒，

等等），然后引出获得固定的食物来源怎么办的问题，从而得出开始农耕生活是原始人类改

善生存状态的关键的认识。探究问题二：推测一下，自然界中的什么现象可能促使原始人类

注意到野生的植物可以人工种植，引导学生联系“引言”中神农氏拣坠落地上的谷粒，种在

田里的神话传说，进行合理的分析推测：多年从事采集的原始人类，注意到可食的植物种子

落地、发芽、生长、成熟，从而开始进行人工种植的尝试，原始农业于是便开始出现了。

（2）学生阅读教科书上的《白虎通》引文，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教师听取意见、归

纳出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环境对长江流域河姆渡和黄河流域半坡的农耕作物品种的不同影

响；再扩展到对两大流域居民定居生活的影响，从而向学生灌输渗透人们在改造自然、利用

自然、顺应自然中要科学合理，协调兼顾的教育观念。展示图片，让学生观察、比较河姆渡

的原始居民建造的干栏式住房、半坡原始居民半地穴式房屋复原图，并让学生分小组讨论、

分析这两种房屋建筑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此不同？这两地的原始居民在建造房屋时是怎

样考虑的？

教师：原始农耕生活产生了，下面我们来了解其中最典型的两个代表。

同学们，在前一节历史课上，我们学到了元谋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生活状况。从中

我们知道了在早期人类时期，他们的食物来源主要是采集和渔猎，以采集为主。现在，我们

同学们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周围的人讨论一下，原始社会人们仅靠在野外“采集”食物为

生，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但也有很多不便之处，现在请同学们

回答的是：一、这种不便表现在什么方面？二、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局限性？

［教师讲解］在大汶口文化遗址里，我们首先要注意这几个问题：一、大汶口原始农耕

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农具有磨制石镰、石锄等。二、原始手工业比以前有了更大进步，陶器

有黑陶、白陶。三、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