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四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 

造纸术 印刷术 火药 指南针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
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  

‚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
学知识水平‛                          ——英国学者李约瑟  



[知识体系构建] 

第5讲  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巧学助记] 

     ‚一、二、三、四‛归纳数学、天文历法、医学及农学的内容 

一本应用数学著作：《九章算术》。 
两本天文历法著作：《石氏星表》《授时历》。 
三大中医著作：《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 
四大农书：《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 



一、古代科技发达（明代以前）的原因 

2.经济：农耕经济繁荣（物质保障） 

3.文化：国内民族间的交流和对外交往的发展 

（吸收国内外先进文化成果） 

4.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 

（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5.主观因素：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古代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不懈探索 

（积累丰富的生产经验） 

1.政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政府的重视 

（良好的社会环境） 

    材料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农耕经济的高度繁荣，是中国古代科技取得

辉煌成就的根本保障。造纸技术的改革是在

宫廷官员领导下取得，经皇帝下令推广的。

张骞、班超、甘英等探险家的活动，促进东

西方交流，都是由朝廷组织的。标志航海技

术水平的郑和远航，完全是由国家组织领导

的。观测研究天文的机构——司天监由高级

官吏太史令直接领导。中国所以有世界上最

丰富的天象记录，应该主要归功于中央集权

国家的支持和组织。 

——申漳《中国古代科技简史》 

    [教你读史] 从材料中的关键信息‚统一
多民族国家‛‚农耕经济的高度繁荣‛‚中央集
权国家的支持和组织‛‚东西方交流‛可归纳出
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及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因素
影响了古代科技的发展。 



四大发明 

二、古代科技的显著成就：(一)四大发明——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科技成就 

发明 成果 传播 影响 

造纸术 

印刷术 

火药 

指南针 

西汉：植物纤维纸； 
东汉：‚蔡侯纸‛； 
魏晋南北朝：成为主要书 
写材料。 

隋唐：发明雕版印刷术； 
北宋：彩色套印技术；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唐末：应用于军事 
宋朝：火药武器广泛运用 

战国：司南 
北宋：指南针用于航海 

4C传到朝鲜，后传
到日本和越南，8C
传到中亚，12世纪
传到欧洲和非洲 

雕版13世纪传
入欧洲 

13世纪经阿拉
伯传到欧洲 

13世纪经阿拉
伯传到欧洲 

对我国：有利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对世界：促进人类文化的传播，促进
欧洲文化的普及和推广。 

对我国：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对世界：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促进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对我国：成为最早使用火药武器的国
家，改变人类作战方式。 
对世界：传到欧洲对资产阶级战胜封
建贵族起积极作用。 

对我国：有利于航海事业的发展。 
对世界：为欧洲新航路开辟和开拓世
界市场、殖民扩张提供了重要条件。 



四大发明出现和应用的时间 

（2013·重庆）某中学生参加电视节目的知识竞赛，有一道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题，他

很难确定其中表述正确的选项，向你电话求助。你应帮他选择 

A.‚司南‛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  B.‚蔡侯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纸 

C.火药在唐代开始应用于军事    D.活字印刷书籍的出现始于元朝 
C 

 据《宋史·兵志》记载，自开宝三年至咸平五年（970~1002）兵部令史冯继升、神卫水军

队长唐福等人，先后向朝廷进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燃烧性火器。该现象反映出（  ） 

  A．宋代实现兵器质量的变革    B．火药武器最初由地方发明 

  C．冷兵器远不及热兵器优越    D．宋代军事技术得到了改善 
D 

文献《三辅旧事》载：‚卫太子鼻大，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恶大鼻，当
持纸蔽其鼻而入．’‛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出土一张西汉早期的纸质地
图．对两段材料进行解读并推断，得出的结论最为合理的是（  ）  
 A．汉武帝时日常使用纸已经十分普遍  
 B．考古发现的纸质地图与文献记载的纸可以互相印证  
 C．由文献记载于考古发现可推定使用纸不晚于西汉  
 D．文献记载的纸与考古发现的纸都是绘图用纸 

C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一宋朝的记载说明当时（  ） 

   A．指南针用于风水观测   B．中国迷信思想盛行 

   C．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   D．天气好的时候用指南针观测 

 C 

（2014·江苏）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五代后唐时，在宰相冯道主持下，开始将儒家‚九

经‛校勘后刻版印刷。宋初国子监有书版四千，至真宗景德二年，书版剧增至十万。此外中

央崇文院、司天监、秘书监等机构也都大量刻书。宋朝书坊遍及全国各地，所售书籍大多精

雕细校。由此推断（  ） 

  A．宰相冯道发明雕版印刷术      B．活字印刷已取代雕版印刷 

  C．雕版印刷得到了广泛应用      D．雕版印刷限用于官方刻书 
C 

四大发明出现和应用的时间 



四大发明的传播 

公元751年，唐朝军队在中亚败于阿拉伯军队，被俘往阿拉伯的士兵中有不少技术工匠，

这次战役客观上促成了中阿之间一次技术转移。这时中国传入阿拉伯的技术应该是 

    A．造纸术      B．活字印刷术        C．指南针            D．火药与火器 A 
（2012·上海）公元1500年左右，欧洲出版了大约4万册图书，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求知

欲。此种情形直接得益于 

  A.大学发展对图书需求量的增加        B.新教翻译出版《圣经》的需求 

  C.人文学者传播古典文明的需要        D.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 
D 

（2016·上海）中国文化不仅惠及近邻，而且泽被远西。下图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外传‛

的时间轴，‚？‛处应填入 

  A．火器随蒙古西征传入欧洲     

B．中国丝绸受到古罗马上层人士喜爱 

C．唐三彩随遣唐使流入日本     

D．瓷杯瓷盘随海禁的开放传到菲律宾 

A 

 【解析】首先我们来看材料中给出的时间·13-14世纪。这段期间中国处于宋元时期，
排除C选项。13世纪末给出了马可·波罗的经历，说明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之前。此事件
又发生在造纸术传入境外之后，因此可以排除B选项。材料中出现了造纸、印刷术、指
南针，说明和四大发明有关，因此选择与火药有关的，而且与时间相符合。因此本题
选择A选项。 

 〖知识点解读〗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国外的时间我们需要记住：最早传到国外的造
纸术，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4世纪传入朝鲜，7世纪传入日本，8世纪传入阿拉
伯国家，12世纪先传入非洲后传入欧洲，16世纪传入美洲，19世纪传入大洋州。其
次是印刷术，11世纪中期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也是这时期传入朝鲜，日本，埃及，
欧洲。 指南针前身是司南，13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 唐末发明火药，火
药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 再由阿拉伯传入欧洲。 



公元 8 世纪中

期，唐朝败于阿

拉伯军队，造纸

术遂传入阿拉伯

，后传入欧洲和

非洲。 

宋代与阿拉伯海

上贸易频繁，12 

世纪末至 13 世纪

初，指南针由海

路传入阿拉伯，

后传入欧洲。 

13 世纪，火药

随蒙古西征，传

入阿拉伯，后传

入欧洲。 

13世纪中期，印

刷术经西域传到

欧洲。 

15 世纪初，欧

洲人将指南针广

泛用于航海。 

15 世纪中后期

，欧洲先后成立

印刷所，纷纷出

版书籍。 

阿拉 
伯 

战 
争 

欧 
洲 

海上 
丝绸 
之路 

阿拉 
伯 

欧 
洲 

8世纪 9世纪 12世纪 13世纪 14世纪 15世纪 16世纪 

文
艺
复
兴 

新
航
路
开
辟 

宗
教
改
革 

拉斐尔 
《雅典学院》 
（局部） 

四大发明的传播 

四大发明的传播 



四大发明的影响 

西晋文学家傅咸曾经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这样描述，说：‚夫其何物，厥美可珍廉方

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伸

可屈，能幽能显。‛对这一发明理解正确的是 

A．大大提高印刷效率，有利于版本的统一，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与留存 

B．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交流和教育的普及 

C．是欧洲开辟新航路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中华文明对世界航海事业发展的重大贡献 

D．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对军事武器的进步也有着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造

成许多惨剧 

B 

‚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之花没有在中国结果，相反却在欧洲结出了划时代意义的果实。‛

对这句话的理解正确的是 

A．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中国毫无意义 

B．中国的古代文明是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C．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D．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标志着欧洲近代化的开端 

C 



历史学家连横说‚夫无火药则不足以整军开矿，无

罗经则不足以航海略地，而无印版则思想闭塞，学

术停滞，不能人人读书。故欧洲今日之文明，其受

福于此者不少。‛从文明史的角度，对此认识不正

确的是(   ) 

A．火药推动了欧洲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战胜封建贵

族 

B．指南针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 

C．三大发明推动了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殖民征

服 

D．印刷术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C 

重难点突破： 
四大发明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 

中国 西方 

火药 爆竹敬神 火器御敌 

指南针 罗盘风水 航海扩张 

造纸/印刷术 祭祖焚烧 思想解放 

远洋航行 宣扬国威 开拓掠夺 

中国 西方 

经济 

政治 

思想 
对外 

政策 

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 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阻碍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科技发展提供了保障 

儒家重人伦轻自然 

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等阻碍先进科技的发展 积极进行殖民扩张掠夺，建立世界市场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解放人们思想 

四大发明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 



古代中国的数学成就 

（二）数学成就及影响 

1.时间：东汉时期成书 

3.影响：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运
算方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运用数学著作。它的问世，
标志中国古代以计算为中心的
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世
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九章算术》〗 

2.内容：采用十进位值制计数
法，汇集了许多算术命题。 

我国古代数学体系的主要特点是 
  ①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内容   
  ②以算筹为计算工具 
  ③以十进制记数系统为计算方法   
  ④珠算法自春秋开始盛行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著名数学家吴文俊从《九章算术》中方程组的
消元法和元代数学名著《四元玉鉴》中的四元消法
得到启示，结合现代数学的某些理论，发现了三角
化整序法，据此得出了彻底解决高次联立方程组求
解的方法。这反映出 
A．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B．中国传统科技一直领先世界 
C．现代数学源于古代数学理论 
D．中国传统数学能够古为今用 

A 

D 



古代中国的数学成就 

（二）数学成就及影响 

1.概况：早期使用
算筹，后来演变为
算盘。 

2.影响：人们可以用
珠算法解决加减乘除
和开平方、开立方等
运算问题。明朝时，
珠算法已传播到朝鲜、
日本、东南亚以及世
界其他地区。 

〖计算工具的演变〗 

    明朝时对数学理论的研究处于停顿乃至衰退状态，但实用
数学普及程度却超越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民间出现了大量内
容浅显、切近实用的数学书籍，书中将公式和法则编成口诀，
使之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推广。材料中明朝数学的演变 
A．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要求  B．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C．推动古代数学向纵深发展 D．表明明代数学成就落后于西方 

    费正清所著的《中国新史》中引用研究者的观点称：‚中
国算盘的计算效率尽管惊人，却只限于十二位数左右一次数组
计算，不能做高级代数计算。…‘中国在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
世纪这段时期比较欠缺数学上的创新，可能正是为算盘便利好
用付出的代价。‛这一观点认为 
  A．算盘限制了古代中国数学发展 
  B．算盘的普遍使用开始于明朝 
  C．算盘便利了古代中国商品交易 
  D．算盘是外国传人的计算工具 

B 

A 



古代中国的数学成就 

〖知识拓展〗古代中国圆周率的发展 

    1.中国古代最早关于圆周率的记载的古书是《周髀算经》，里面有
‚径一周三‛的记载。 
    2.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刘歆（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较早开始研
究圆周率。在公元1～5年，刘歆受王莽之命仿周礼制铜斛，其中就涉及
到了圆周率。 
    3.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
张衡（78年—139年）是第一个从理论上求出圆周率的人。 
    4.刘徽（约公元225年～295年）是三国时期魏国的著名数学家、中
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发明了割圆术，打开了精确求圆周率
的方便之门。 
    5.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祖冲之（公元429―500年）
把圆周率数值精确推算到小数点后的第七位数，比欧洲早近1000年。 



    东汉张衡曾两度担任太史令，在天文学上取得卓
越成就。唐代僧一行奉命修订历法，推行全国。宋代
有专门机构管理天文、历法。元代郭守敬在大范围设
立多所观测台，编制出古代最精密的历法《授时历》。
这说明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A．源于天文学家勤奋努力 B．得益于国家力量的支持 
C．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 D．服务农耕社会发展需要 

1.发达的原因： 

（三）天文历法 

1)古代农业发达，农业发展
的需要（‚授民以时‛）； 

2)封建王朝政府的重视（‚
受命于天‛）； 

3)政府集中人力对天文历法
进行研究。 

B 

古代中国的天文历法主要成就 

    中国古代从事天象观测的人员都是朝廷官员，有
的人甚至担任高官并拥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对于广大
民众，天文学是一门被严厉禁止的学问，不准民间私
藏和研习天文学书籍。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正确的是 
A．统治者信奉‚君权神授‛维护统治  
B．天文知识有助于发展农业生产 
C．观测天象会打破对君权的迷信  
D．造成古代天文学研究长期落后 

A 



1.发达的原因： 

2.目的：指导农业生产，
为小农经济服务。 

（三）天文历法 

3.作用：有利于促进农业
发展，维护封建统治。 

4.主要成就 

1)古代农业发达，农业发展
的需要（‚授民以时‛）； 

2)封建王朝政府的重视（‚
受命于天‛）； 

3)政府集中人力对天文历法
进行研究。 

古代中国的天文历法主要成就 

    从《夏小正》到唐代的《大衍历》再到元代郭守
敬的《授时历》，历法的演变体现了我国历代王朝对
历法编订的重视。从主观目的考虑，编订历法主要是
为了 
A．发展我国的天文事业 B．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 
C．指导古代的农业生产 D．提升天文学家的政治地位 

C 

    古代中国人通过观测天象，明方向、知季节、告
农时，逐渐积累了天文知识，萌生和发展了古代的天
文学。这说明古代中国人掌握天文知识的目的是 
  A．服务小农经济  B．神化统治阶级 
  C．服务祭祀活动  D．战胜自然灾害 A 



《夏小正》 夏朝 记载一年中各个月份的物候、天象、气象和农事等内容。 

干支纪日法 商朝 是商朝历法的最大成就，是世界上延续至今的最长的纪日方法。 

哈雷慧星 
 

春秋
战国 

公元前613年，鲁国天文学家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哈雷慧星的最早记录，比欧洲早六百
多年。 

《太初历》 西汉 
汉武帝时间制定的《太初历》是我国保存下来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书。第一次把24

节气订入历法。开始以正月为岁首。 

太阳黑子 
现象 

西汉 汉朝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观察并记录了太阳黑子现象，比欧洲早1700多年。 

张衡 东汉 从日月地的位置对月食作最早的科学解释；发明制作地动仪。 

僧一行 唐朝 
在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所著《大衍历》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

表明中国古代历法的成熟，并且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历法。 

沈括 北宋 所著《梦溪笔谈》总结古代的许多科技成就，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郭守敬 元朝 
主持编定《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比现行公历早300年，他还创

制了简仪和高表等天文观测仪器，主持了规模空前的天文测量。 

古代中国的天文历法主要成就 



古代中国的农学和医学成就 

（四）农学和医学 



    《甘薯疏》是一本介绍甘薯的益处和种法的书，对中国古代甘薯种植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本书应该收录在 
  A．《汜胜之书》 B．《齐民要术》 C．《农书》  D．《农政全书》 

    《齐民要术》的序言中写道：‚舍本逐末，贤者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同
‚缺‛）而不录。‛这说明该书 
  A．重视商业发展           B．推动了南方农业生产 
  C．体现了以农为本的思想   D．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趋势 

    徐光启《农政全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
耕作和丰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
四字诀。徐光启 
A．弘扬了著书立说的光荣传统   B．吸收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 
C．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种植结构   D．秉承了精耕细作的生产理念 

D 

C 

D 
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长期领先世界影响广泛，下列关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说法正确的是 
A．四大发明均是经由阿拉伯人外传欧洲才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 
B．成书于西汉的《九章算术》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完整体系 
C．四大农书中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著作是《农政全书》 
D．结合临床实践提出辨证施治方法的医学著作是《伤寒杂病论》 

古代中国的农学和医学成就 



数学 东汉《九章算术》 

天文 

天文 汉浑仪，元简仪 

历
法 

夏 《夏小正》 

元 《授时历》 

农
学 

四 

大 

农 

书 

西汉《氾胜之书》 

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 

元朝王祯《农书》 

明朝《农政全书》 

医
学 

战国 《黄帝内经》 

东汉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明 《本草纲目》 

商朝改进为殷历（干支纪年月日） 

古代最优秀历法,比现行公历早三百年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科学著作  

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农书 

(记录农牧业尤其是黄河中下游) 

详细包含了农业各方面的知识 

体现了西学东渐,传统农业科学顶峰 

战国问世西汉编定，中医学奠基之作 

中医临床学理论基础,‚万世宝典‛ 

东方药物巨典 

十进位制——中国首创 

《石氏星表》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星表 

浑仪是望远镜发明之前最先进的天文工具 



    材料一 《中国的世界纪录》收录的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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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5 25 9 25 7 7 8 8 

三、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 

    材料二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虽是建筑、水利、机械、纺织大国，但物理学
成就不多；作为发明造纸术、火药的国家，可化学并不突出；农业技术高度发达，
而生物学理论却相当薄弱。   ——申漳《中国古代科技简史》 
     
据材料，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是什么？ 
    [教你读史] 材料一说明了中国古代科技所集中的领域，材料二反映中国古代
科技重实用、重现象总结而轻规律的探究的特点。 

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 
1.重视人文，轻视自然 
2.讲究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3.重视经验总结，忽视理论研究和实验 
4.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统治需要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评论《九章算术》时说：‚（它）专门致力于统治官员所要解
决的问题，土地丈量、谷仓容积、堤坝和河渠的修建、税收、兑换率……‘为数学而
数学’的场合极少。‛这体现了我国古代科技（  ） 
     A．重视实用   B．尊重自然     C．领先世界    D．注重创新 A 
明代后期，士大夫王徵和德国传教士邓玉函共同编译了《奇器图说》。王徵强调西方
机械‚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引入力学知识是为了使读者理解器之所
以然，原著中的数学证明过程则无需赘述。这可以用来说明当时（   ） 

      A．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日益普及     B．重实用轻理论的科技理念盛行  
   C．科技交流缩小了中外技术差距     D．中西科技都以服务民生为目标 B 
《算经十书》是指汉、唐一千多年间的十部著名的数学著作，书中用过的数学名
词，如分子、分母、开平方、开立方、正、负、方程等等，都一直沿用至今，有
的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这反映出汉唐时期中国科技（    ）  

   A . 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科技            B . 为国家政权的统治服务  

  C . 得益于农耕经济高度繁荣             D . 有理论总结且影响深远 
D 

 〖知识点解读〗中国科技长期注重应用，尽管汉唐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科技总结，
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科技的发展方向。 

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 



    中国古代天文学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和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
秘的方式与地上的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成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这一倾向导致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 
  A.缺乏探究天体运行规律的科学精神   B.专注于对‚天时‛‚农时‛的关注 
  C.崇拜上天忽视自然且极具神秘色彩   D.为专制政治服务，与生产实际脱离 

A 
下表是 1600 年前后中西方科学家 关于科学研究方面的论述和方法。由此可知，此
时中国(   )       

A.具有一定的近代科学精神  

B.固守了传统经学的藩篱 

C.徘徊于传统科学范式  

D.对外来文化的积极汲取 

科学家  论述  方法  

伽利略  
没有它们(数学)，人们就
会在黑暗的迷宫中徒劳地
徘徊 

在比萨斜塔演示自由落体定律，
伽利略利用望远镜观察天文 

朱载堉 凡天地造化，莫能远其数 
 依凭象器测验天文，治历之
本 

徐光启  
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
于度数 

在上海试种甘薯，在天津种水
稻  

A 

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 



明代的《农政全书》既总结了历代科技经验，又汲取了西方思想和方法，开展农业科技
实验；《本草纲目》则按无机界、植物界、动物界三个层面16部，‚从微至巨‛‚从贱
至贵‛排序分类。这表明明代科技（   ）   

   A．已具备明显的近代特征                 B．普遍吸取西方科技成就   

   C．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D．完全突破了只求实用的局限 A 

李约瑟在《中华文明科学史》中说道：‚中国之所未能发展出现代的科技，问题不
在中国传统  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推论思维），而在于中国传统上以儒士大夫为首，
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文化。‛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 

A．儒家思想重人伦不重实用是导致中国现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B．缺乏逻辑推论思维是导致中国未能发展出现代科技的主要原因   

C．思想文化专制禁锢中国文人的思想导致中国现代科技未能形成   

D．科举、四民观念等使中国人轻视科技进而造成现代科技的落后 

D 

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 



四、古代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16世纪明清以后） 

“李约瑟难题”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写道：“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曾保持
令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水平，那时中国的发明和
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这一点可以毫不费 

力地加以证明。……但16世纪以后，欧洲诞生了近代科学，中国
的文明却没有能够产生与欧洲相似的近代科学。”科学史上把这
个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 

即没有转化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原因 

启示：(1)科技发展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的； 
      (2)科技是生产力，科技进步必然推动社会的进步； 
      (3)科技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1.政治上：明清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阻碍（根本原因） 
（重农抑商、文化专制、‚闭关‛政策） 
2.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发展； 
3.文化上：重人伦轻自然的文化传统和迷信落后思想阻碍科技发展 
4.科技结构本身的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经验性、封闭性，缺乏实验研究，
缺乏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和机制） 



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 

〖易错角度1〗 

古代中国‚重道轻器‛，但不少科技成就均是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取得的。 

     宋代苏须受皇命研制新浑天仪，召集翰林天文院、太史局等各研究
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并调用在政府任职的数学、军械、机械等方面的
专门人オ，组建元祐浑天仪象所，历时三年成功研制水运仪象台。这反
映了宋代 

A．国家力量推动科研项目实施   B．科研机构设置日渐完备 

C．发展科技服务于农牧业生产   D．注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A 

【易错点拨】从整个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看，‚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不利
于科技发展；但有些科技成就，如天文历法等方面的成就，往往是在国家力量的
推动下取得的；另外，有些科学家本身就是政府官员，如沈括、郭守敬等，他们
往往也会利用国家力量来推动科学研究。 



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 

〖易错角度2〗明清之际，中国传统科技仍处于世界前列 

    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中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
分轩轾（意指高低），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在明
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这说明明代 
   A．传统科技仍然处于世界的前列 
   B．与西方相比科技水平已经落后 
   C．实验科技与西方科技难分伯仲 
   D．西学东渐使中西科技交流密切 

 A 

【易错点拨】明清之际，以总结经验、整理典籍为特征的中国传统科技仍然处
子世界前列，但中国却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近代自然科学，从这一角度看，
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落后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