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屆中國歷史科歷屆中國歷史科
　　　　　　出題趨勢分析

（試卷一：必修部分）

甲部：上古至十九世紀中葉

單元 課題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一）

夏商周

1. 周代分封 2(a, b) 2(a, b) 1(a) 3(a)

2. 春秋戰國的 

政治與社會 

變動

2 2(c) 2(c) 1(a) 3(b)

（二）

秦漢

1. 秦漢的統治 

政策
3 1(a, c) 2 1(a) 2 2 2 3 1 3

2. 兩漢戚宦掌

權的政局
1(a, c) 1(a)

（三）

魏晉 

南北朝

1. 北朝的漢胡 

融和
2 3(a) 3(b) 2(a) 4(b, c) 4(c)

2. 東晉及南朝

的士族與 

寒門

3 3(a) 4(a) 4(a, b)

（四）

隋唐

1. 隋唐治世 1(a, c) 1(a, c) 3 3(a) 3 1(a) 4

2. 安史之亂與

唐代衰亡
3 4 1(a) 3 1

（五）

宋元 

明清 

（至鴉片

戰爭爆

發前夕）

1. 宋元的中央 

集權
4(a) 4(a, b) 4(a) 4(a) 4(a) 1

2. 明清的君主 

集權
4(b) 4(a, b) 4(b, c) 4 3(b) 4(b) 4(b) 5(a, b) 5 5(a)

3. 清初的民族 

政策
4(c) 3(b) 4(b) 4 5(c) 5(b, c)

2017 2018

* 2012 – 2020年，題 1為必答題，題 2 – 7為選答題。2021 – 2023年，

題 1 – 2屬試卷一的第一部分，考生只需選答 1題；題 3 – 8屬試卷一

的第二部分，仍為選答題。
最新最新出題趨勢出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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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19世紀末列強在華勢力範圍示意圖

資料三：

「由於皇帝（光緒帝）推進了一場完全忽視祖制的變法，依靠不可信任的人物

和試圖從皇太后手中奪取權力，因此，皇帝必須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價。」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2

衞

圖例

首都

租借地

疆界

省界

俄國勢力範圍

法國勢力範圍德國勢力範圍

英國勢力範圍

日本勢力範圍

英法勢力範圍

(a) 根據資料一，回答下列各題： 

 (i) 「和議」簽訂的是甚麼條約？ ( 1分 ) 試從資料一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

看法。 (1分 ) 

 (ii)  「李傅相」是指哪位人物？ ( 1分 )

 (iii) 承上題，這條約對中國經濟有甚麼影響？試援引史實，加以說明。 

( 6分 )

(b)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清廷推行維新運動的背景。 ( 6分 ) 

(c)  你同意資料三對光緒帝的評價嗎？試援引史實，闡釋你的看法。 ( 10分 ) 

 每題最多有 3項資料，部分資料會包含多於一則同類型的史料，尤其是

地圖、漫畫、海報和照片，甚至曾出現不同類型的資料放在同一項資料

的情況。

 選答題經常以地圖為資料，部分更設有直接考問地圖內容的分題，因此

考生須對各歷史時期的重要地圖有一定認識。

 題目從 7條分題到不設分題都有。近年的選答題傾向較多分題，不僅分

為 (a)、 (b)、 (c)題，甚至再細分為 (i)、 (ii)題，與必答題相若。

 相對必答題，選答題雖然同樣有要求提供證據支持看法的題型，但較少

出現要求把兩項資料互相印證的題型。

 選答題不會作跨甲、乙部提問，但經常出現跨課題的題目，可參考環節

「歷屆跨課題題目一覽」了解更多。

 儘管分題比以往多，選答題題目仍有最少一條分題佔 10分或以上，這條

分題不一定放在最後，也不一定需要根據資料作答。關於這類論述題的

提問模式和審題策略，可參考環節「5大題型拆解」了解更多。

1

2

3

4

5

6

3

4

5

6

答案星級例題

特色選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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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星級
  周朝建立之初，先後推行了兩次大規模分封。以
下就周公所推行的第二次分封進行探究。

  周室再行分封，以防止叛亂事件重演。周武王推
行第一次分封，是為了調整滅商後的統治秩序，鞏固
周室的統治。但周武王死後不久，即發生「三監之亂」，
商紂王之子武庚，聯合原負責監視他的周朝宗室管叔、
蔡叔、霍叔，以及一些東方夷族部落發動叛亂。亂事
雖由周公率兵平定，但反映了商族遺民仍有叛變之心，
而且東方部族尚未完全受控。為了防止叛亂事件重演，
並且更有效控制東方，周公於是再行分封。

資料一：西周第二次分封重要封國表

分封性質 受封者 封國

改封

商族：商紂王庶兄微子啟 宋

姬姓宗親： 康叔封 
蔡叔兒子仲

衞
蔡

新封

姬姓宗親： 唐叔虞 
周公旦長子伯禽

晉
魯

異姓諸侯：太公望兒子呂伋 齊

遷國 姬姓宗親： 召公奭 燕

整理自傅樂成《中國通史》、陳致平《中華通史》和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

問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闡析西周推行第二次分封的原因和措施。

2014題 2試題參考

1  只須分析西周第二次分封的原因及措施，第一次分封的原因不應詳細述及。

2  作答時應援引資料一及其他相關史實支持所論。

攻略審題

正文：

論證方法：正面申

論，分三個重點，逐

項援例分析說明。

熱門試題示例必讀 11 閘述及分析

引言︰回應題目，並

說明討論範圍。

技巧奪 星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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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室透過分封建立據點，以拱衞周室。周公重新
分封了一些宗室和功臣，例如︰將唐叔虞封於晉、遷
燕國於薊丘，以鞏固北方及東北方的統治。另外又封
周公長子伯禽於魯、太公望之子呂伋於齊，以鎮壓東
方的夷族，並將勢力拓展至東方地區。此外，周公為
配合向東方伸展勢力和加強對東方的控制，營建東都
雒邑。從而，周室以軍力在東方和北方的征服地區建
立多處據點，達到拱衞周室和加強統治的效果。

  周室又採取「寬猛相濟」的政策，對付被征服的民
族。周公封商紂王庶兄微子啟於宋，以保存商祀，藉
此安撫商民，減輕敵對情緒，消除商民反叛的意識。
但是，宋只統治部分商遺民。周公將其他商遺民分由
魯、衞等諸侯國統治；又在宋國外圍分封許多宗室，
對宋國形成包圍網。如上文提及，周室分封了不少宗
室和功臣到東方和北方，加強對少數民族的控制和鎮
壓，這些封國自然也會將周室的禮樂教化帶到有關地
區，可見周公對被征服的民族實行「寬猛相濟」政策。

  總括而言，透過第二次分封，周室在邊遠地區建
立了許多據點，並對被征服的民族實行安撫和鎮服，
周室的統治遂得以鞏固。

結語︰以總結式回

應引言的立場，重申

第二次分封與周室

統治的關係。

更多必讀熱門試題示例

歷屆 提問重點

提問重點 年份及題號 題型

1 周初兩次分封要解決的相同問題。 2019題 1(a)(i) 比較

2 西周第一次分封採用的政策。 2019題 1(a)(ii) 闡述

3 西周施行第二次分封的目的。 2014題 2(b) 分析

4 西周如何通過兩次分封，促成疆土開拓及民族

搏成？

2019題 1(a)(iii) 論證

5 西周時期周室統治得以穩定的原因。 2016題 2(b) 分析

5353甲一  課題一  周代分封



  秦始皇和漢武帝皆大興建設，勞民傷財，消耗國
力，但前者對人民重徵賦役，後者則能適當開拓財源，
未致過分剝削百姓。秦始皇大興土木，築長城，修馳
道，建阿房宮，造驪山陵，疏鴻溝、開靈渠等。史載
秦之力役三十倍於古，賦稅二十倍於古，使「男子力耕
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人民不能負擔，離心
日大。而漢武帝亦尚奢侈，大造宮室，並迷信求仙，
封禪泰山，使國力疲憊。然而，武帝推行新經濟政策，
開拓財源，如徵收工商業稅，又國營專賣、平準均輸
之法，皆有助抑制商人之財，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卻
不至如秦朝那樣只將重擔加於平民，造成反抗。

  秦漢皆大力打擊邊患，損耗國力，但漢武帝晚年
能反思己過，修正錯誤。秦始皇派蒙恬征討匈奴，漢
武帝亦派衞青、霍去病等人打擊匈奴，收服河套一帶
地區，二者皆致死傷慘重，大耗國力。然而，武帝晚
年下詔罪己，悔過戰爭太繁，下令停止戰爭，與民休
息中；相反，秦朝役民過甚而無休止，終激發民變。

  綜觀而論，秦漢施政雖有相似之處，但秦始皇以法
治國，毫不顧念人民；漢武帝則以儒家思想治國，縱有
不妥善之政，仍可補救，故施政雖類同，結局卻相異。
漢武帝開創西漢盛世，而秦始皇卻種下速亡禍根。

結語︰以總結式回

應引言的立論。

二者皆大興土木，但

始皇不恤民命，武帝

則未過分剝削百姓。

二者皆因南征北討

而致國力大耗，但武

帝能悔過罪己，與民

休息。

更多必讀熱門試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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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 提問重點

提問重點 年份及題號 題型

1 秦始皇以法家思想治國的原因。 2015題 2(b) 分析

2 秦代百姓面對的生活困境及其出現的原因。 2013題 1(a)(iii) 闡述及

分析

3 是否同意秦始皇統一後的施政能鞏固政權？ 2017題 2 評鑑

4 資料的觀點是否足以解釋秦始皇的猛政令秦政

權迅速被推翻？

2015題 2(c) 評鑑

5 較同意資料中哪一個評價秦始皇的觀點？ 2021題 3(c) 評鑑

6 認為觀點對秦始皇的經濟措施和大躍進運動的

評價是否恰當？【跨課題】

2013題 1(c) 評鑑

7 漢武帝改變治國思想的背景。 2020題 2(a) 分析

8 從黃老思想不合時宜，以及新的治國思想切合

武帝需要兩方面，說明漢武帝改變漢初治國思

想的原因。

2023 題 3(b) 闡述

9 漢武帝以儒家思想治國的原因。 2020題 2(b) 分析

10 秦始皇和漢武帝的施政內容。 2018題 2 闡述

11 漢武帝在中央設立太學和地方實行察舉制的具

體內容及其影響。

2023 題 3(a)(iii) 闡述及

分析

12 推恩令、獨尊儒術和設立五經博士，如何有利

漢武帝的統治？

2012題 3(a) 論證

13 秦始皇和漢武帝，如何透過郡縣制、推恩令、

設刺史三項措施，加強中央集權管治？

2022題 1(c) 論證

14 秦始皇和漢武帝，如何透過焚書、規定以吏為

師、置五經博士、設博士弟子員四項措施，把

私學納入官學系統？

2022題 1(d) 論證

15 漢武帝如何利用平準、均輸、專賣和算緡四項

措施，增加國家收入？

2023 題 3(c) 論證

16 援引史實印證資料對漢武帝新經濟政策的說法。 2020題 2(c) 論證

17 是否同意漢武帝的新經濟政策是與民爭利？ 2012題 3(b) 評鑑

8787甲二  課題一  秦漢的統治政策



安史之亂略圖（755 — 756 年）

三、安史之亂的影響

藩鎮割據

1. 藩鎮大增

	 安史之亂期間，唐室為平亂而招降一批叛軍將領，冊封他們為節度使；叛亂

平定後，為酬謝功臣及安撫降將，又新授了一批，全國藩鎮劇增至四十餘個。

	 藩鎮數量大增，勢力繼續擴張，終致尾大不掉。

2. 藩鎮跋扈

	 強大的節度使擁兵自重，不接受中央委派的官吏，截留賦稅，權位形同世

襲，中央不能過問。強藩甚至公然舉兵抗命，最後唐室為強藩朱温所篡。

	 藩鎮使唐室陷入中央與地方分裂的局面，君弱臣強，不利統治。

地圖剖析地圖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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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兵連禍結

	 強悍的藩鎮時而互相攻伐，時而聯合一起抗命中央，結果中央與藩鎮之間，

或者藩鎮與藩鎮之間，經常發生戰爭。

	 戰禍連年，生產大受破壞，國力損耗甚鉅。

唐憲宗時期節度使分佈圖（820 年）

地圖剖析地圖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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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1941年周恩來為皖南事變的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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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

「為了對日受降的問題，國共間所發生的爭執，已幾於無法妥協。」

左舜生《我所見國共最後破裂的一幕》

資料三：

「說蘇聯在解放戰爭（即國共內戰）前期為進入東北的和在華北的中共軍
隊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裝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徐焰《解放戰爭中蘇聯給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問  根據資料一、資料二和資料三，闡釋國共內戰爆發的原因。

2014題 6試題參考

1  作答時須對以上三則資料作出回應。

2  題目只要求根據資料一至資料三作答，其他如美國介入等因素不必涉及。

攻略審題

熱門試題示例必讀 4848 分析

答案星級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兩黨出現嚴重矛盾和分歧，
經過和談仍無法解決，最終爆發全面內戰。究其原因，
包括下列數端：

引言︰回應題目，引

入下文。

技巧奪 星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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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共兩黨積怨甚深，抗戰期間也摩擦時生，仇恨
難以化解。國共第一次合作關係破裂後，兩黨武鬥十
年，兵戎相見，積怨甚深。八年抗戰期間，國共兩黨
暫時再度合作，實為日本入侵的形勢所迫。在抗日民
族統一戰線內，共產黨屬下的八路軍與新四軍往往是
獨立而行。共產黨不受國民政府指揮，自行發展，在
淪陷區全力擴張。國民黨視之為心腹大患，試圖加以
限制。兩黨互相設防，明爭暗鬥，摩擦時生，乃有資
料一所提「皖南事變」的發生。事變中，皖南的新四軍
在向長江以北轉移途中被國軍圍擊聚殲，令國共雙方
關係留下深深的裂痕。

  接受日軍投降問題引發爭端。根據資料二，抗戰
勝利後，國共兩黨在接受日軍投降的問題上出現衝突。
國民黨深怕淪陷區及日軍裝備落入共產黨手中，企圖
獨自執行全部受降工作。蔣介石命令共產黨屬下的軍
隊「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對日軍「擅自行動」。共產黨
則不服從其命令，趁國民黨軍調動的時候，自行揮軍
收復大片國土。雙方為爭奪抗戰勝利的成果，頻頻發
生軍事衝突，在東北地區尤為嚴重，大規模內戰有一
觸即發之勢。

  共產黨乘抗戰之機擴張，又得到蘇聯支持，實力
增長，有信心與國民黨一戰，爭奪政權。共產黨在抗
戰期間，藉機擴張，經過八年抗戰，其實力已顯著增
強。蘇聯希望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故此在國共內戰
爆發前已支持中共，至內戰期間仍然繼續，如資料三
所示，中共在與國民黨爭奪抗日戰爭勝利成果之際，
蘇軍將在東北繳獲的日本關東軍的部分武器轉交給中
共，使中共實力大增。當時中共深知內戰難以避免，
也有一定信心可打敗國民黨，從而奪取全國政權。

  總括而言，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兩黨因積怨難
解，在接受日軍投降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而中共得
蘇聯支援而實力大增，有意與國民黨一戰以奪取政權，
故雙方衝突未能平息，最終爆發全面內戰。

結語：總結全文，回

應引言。

正文：

分點論述，回應三則

資料，從兩黨積怨、

受降爭端、蘇聯支持

中共等三方面，分析

國共內戰爆發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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