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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替过程如何？

石器——青铜器——铁器

铁农具为什么能较快的推广？

1、比石农具和青铜农具有优越性，
具有硬度大、不易磨损等优点，，
更符合生产发展需要。

2、当时冶铁技术进步，能生产出
大量的铁农具。

你知道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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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看!

      说牛耕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革命，
这革命主要是指哪方面？（      ）

A、灌溉  B、施肥   C、动力   D、播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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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他做
了什么贡献？

始知李太守,

伯禹亦不如。



看谁答的好!
阅读材料：

始知李太守，伯禹也不如。

请回答：

1、材料中的两个人物分别是谁？

2、他们在历史上共同的贡献是什么？

3、他们是在破坏大自然吗？我们应该
如何对待大自然？



劳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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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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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
率和农作
物产量显
著提高。

都江堰 水利设施

小结：

   农业的发展

大量的荒地被
开垦出来。

的改进

的改进

的修建



农
业
大
变

革铁农具 春秋出现，战国推广

牛耕  
至迟春秋末年已使用，
战国时进一步推广。

兴修水利 战国时期，秦蜀郡太守李冰
在岷江中游修都江堰

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

生产关系大变革
公田 私田

奴隶 农民

奴隶主 地主
各国掀起变法运动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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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不一道,

变国不法古!



1.国家承认土地私
有,允许自由买卖

2.奖励耕战

3.建立县制

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

奖励耕织

奖励军功

经济发展

军队战斗
力增强

国
富

兵
强

由国君派官吏治理
加强中
央集权

确立
封建
制度

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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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思考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请回答：

1、该句话出自谁之口？他在为什么事找依据？

2、说话者得到了谁的赏识？最终命运如何？

3、以他为镜，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商鞅，变法）

（秦孝公，被车裂而死，但名垂青史）

（顺应时代潮流，不因循守旧，敢于挑战保
守，勇于改革创新，为国家与民族利益而牺
牲奉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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