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期：2022年4月4日

模擬試題一
甲部：必修部份

歷代發展（選答題）
（20 分題）

資料一：

資料二：宋代文臣、武將出任樞密使的比例

資料三：

梁天錫《宋樞密院制度》

北宋

北宋建立後，面對唐末五代以來，藩鎮割據、武人跋扈、君弱臣強，不利於中央集權統治
的局面。



問題時間

a. 根據資料一，分析宋朝建立初年面對甚麼管治問題。 （2 分）
b. 試指出資料二所反映的宋代集權措施，並援引史實，解釋宋代推行這些措施與資料一中的問題的關係。 （6 分）
c. 除了上述的集權措施外，試舉出另外一個集權措施，並援引史實分析如何鞏固北宋政權。 （4 分）
d. 根據資料三，圖一和圖二分別反映了甚麼現象？試各舉出一項證據說明。 （4 分）
e. 除了題 d 問題外，試援引史實，舉出另外一個北宋集權措施導致的問題。 （4 分）

評分參考

a. 根據資料一，分析宋朝建立初年面對甚麼管治問題。（2 分）

 根據資料一，北宋在建立初期承襲了唐末五代遺留下來的亂局。唐末藩鎮割據，節度使擁兵自重，國家四分五裂。
 至五代十國，武人專政的情況加劇。宋太祖立國初年，要同時面對藩鎮、武人和權臣的威脅，地位岌岌可危。（2 分）

b. 試指出資料二所反映的宋代集權措施，並援引史實，解釋宋代推行這些措施與資料一中的問題的關係。（6 分）

 ． 以文臣出任武職︰從資料二可見，太祖一朝至真宗年間出任樞密使的文臣比例，由 40% 持續增加至 66%。
 相反，武臣出任樞密使的比例則由 60% 減少至 34%。若綜合兩宋十八朝而言，文官任樞密使的比重更佔達九成，
 武人則只有不足一成。反映宋代重文輕武，掌控國家軍事大權的樞密使，多由文人而非武人出任。（3 分）

 ． 解決資料一中「武人跋扈」的問題。五代十國時期，多出現武將篡位，擁兵自立的情況，軍人自恃兵精糧足，
 起兵篡位之事屢見不鮮。宋太祖趙匡胤本為後周禁軍統帥，歷經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同樣以兵變而得國，
 因此他深明軍人掌政的危險，為了穩定趙氏政權，杜絕同類情況，宋代崇文抑武，以文人掌軍事，防止武將擁兵自重，
 犯上作亂，另立新主。（3 分）

c. 除了上述的集權措施外，試舉出另外一個集權措施，並援引史實分析如何鞏固北宋政權。（4 分）

 ． 軍事：行更戍法，每三年禁軍須調換防區，將領則不須易防，令「兵不專將，將不專兵」，防將領長期統兵會擁兵作亂。（4 分）

 或

 ． 地方：中央政府在各州長官下加設「通判」一職，由皇帝從京官中委任。通判是州的副長官，但實際上他們代表中央直接
 監督地方，通判可直接向朝廷報告州內大小事情。一切政令須由通判簽署，方可施行。加強監控，地方長官難以弄權。（4 分）

 或其他集權措施。（4 分）

d. 根據資料三，圖一和圖二分別反映了甚麼現象？試各舉出一項證據說明。（4 分）

 圖一反映「冗官」現象嚴重。（1 分）
 證據：由真宗時的一萬增加至英宗時的兩萬五千人。（1 分） 

 圖二反映「冗兵」現象嚴重。（1 分）
 證據：由太祖時的二十二萬增加至英宗時的一百一十六萬。（1 分）

e. 除了題 d 問題外，試援引史實，舉出另外一個北宋集權措施導致的問題。（4 分）

 ． 政出多門：宋為求達到中央集權，設法分割宰相和地方長官的權力。在中央，身為宰相的中書專理民政，樞密院主管軍事，
 三司負責財政，互不統屬，難以協調。在地方，知州受路與通判的監察，也被路分削其權，路由四監司統轄，
 他們一面獨立行事，一面互相監察。權力分散，層層相制，雖能防止官員擅權，卻造成政出多門，行政效率低落。（4 分）

 或

 ． 地方貧弱：宋初削弱地方權力，中央高度集權，形成內重外輕的局面。地方的精兵和剩餘的稅收全歸中央，
 地方不僅無力建設，遇有邊族入侵，也無力抵禦。（4 分）



試題分析

1. 新高中公開考試出題趨勢統計
☆☆☆：題目列為第一部份必答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一整題
☆：題目列為第二部份選答題的半題／三份一題



2. 題目分析



3. 作答技巧



3. 作答技巧



第六期中史試題解碼問答遊戲
（選擇題）

1. 下列哪項不屬於北宋開國初年面對的問題？

A   武人專政

B   冗官冗兵

C   藩鎮割據

D   君弱臣強

正確答案︰B

2. 北宋推行哪個政策令軍隊中「兵不專將，將不專兵」？

A   更戍法

B   市易法

C   青苗法

D   重文輕武

 
正確答案︰A

3. 北宋在地方設哪個職位加強監控地方長官？

A   郡守

B   刺史

C   台諫

D   通判

 
正確答案︰D

4. 黃埔軍校於哪一年成立？

A   1924 年

B   1925 年

C   1926 年

D   1927 年

 
正確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