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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資料一的A、B、C和D分別代表以下哪位人物？把英文字
母連同代表正確答案的數字寫在答題簿內。(4分)

 李林甫  房玄齡  姚崇
 楊國忠  高力士  宋璟

理解+史事 4

A： B：
C： D：



1(a)給分安排

1) 英文字母連數字，正確的每項給1分。
2) 如考生沒有寫英文字母，則假設考生是按次序作答。
3) 如考生把數字寫成(3)，照給分。
4) 題目只要求考生寫代表人名的數字，並無要求寫人名。如考

生寫人名，照給分。
5) 如數字與人名不符，以數字為準。如考生答A：楊國忠，

給1分。如考生答A：姚崇，不給分。
6) 由於題目已提供人名，如考生寫錯字，不扣分。
7) 如考生答D：林國忠，由於字形字音均不相近，不給分。
8) 如同一數字出現多於一次(如A：， B：)，視作取巧，不

給分。
9) 如同一英文字母配對多於一個數字(如A：)，不給分。



1(a)考生表現

◆表現滿意，平均得分為2.8(總分為4)。

◆考生多答對李林甫及楊國忠。

◆小部分考生把李林甫與高力士混淆，部
分考生把貞觀與開元的名相混淆。



1(b) 資料一人物C和D如何導致安史之亂的爆發？根據資
料一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加以說明。(6分)

史事 6

人物 題目已提供的資料
(不給分)

援引史實說明
(每點一分，每人物最多3分)

C

李林甫
欲杜絕邊帥入相之路，向
玄宗稱許安祿山

⚫ 李林甫為鞏固自己的相位
⚫ 李林甫建議起用胡人為節度使 /

胡人驍勇善戰 /安祿山驍勇善戰，
深得玄宗寵信

⚫ 安祿山得以出任節度使
D

楊國忠
為人強辯而輕浮，無學識，
朝臣畏懼他的權勢，不敢
不順從聽命。

⚫ 楊國忠倡言安祿山必反
⚫ 安祿山瞧不起他，兩人遂結下仇

怨 /將相不和 /楊國忠與安祿山不
和 /引起安祿山不滿 /安祿山感威
脅

⚫ 遂以討楊國忠為名，起兵反唐。



1(b)考生表現

◆表現滿意，平均得分為4 (總分為6)。

◆小部分考生只抄錄題目資料，未能補
充相關資料，以作說明。



1(c) 根據資料二表一和表二，分別舉出一項導致安史之亂爆發的
原因，並加以說明。(4分)

原因：外重內輕

數據分析 4



原因：倚重安祿山



1(c)給分安排

表 原因(任擇一項) 證據(任擇一項)
一 • 外重內輕

• 邊鎮坐大而中央軍力薄
弱

• 地方軍力大於中央

• 十大兵鎮擁兵接近五十萬，
而中央彍騎只有六萬

• 安祿山一人掌 183,900兵力，
遠較中央彍騎兵力多

• 安祿山范陽一鎮的兵力已
超越中央彍騎

二 • 倚重(重用)安祿山
• 安祿山擁兵自重

• 安祿山身兼平盧、范陽、
河東三鎮節度使

不給分
• 安史之亂爆發是因為十大兵鎮任用胡人為節度使
• 安史之亂爆發是因為倚重兵鎮



1(c)給分安排

1)歸納原因佔1分，引用證據說明佔1分。
2)原因答對，證據才給分。
3)原因籠統，證據答對，只給證據1分。
4)原因答錯，即使證據答對，亦不給分。
5)考生答案前後出現手民之誤，時寫「外重內

輕」，時寫「外輕內重」，如考生的證據能
清楚說明外重內輕，可就原因及證據各給1分。



1(c)考生表現

◆表現尚算滿意，平均得分為2.3 (總分為4)。

◆部分考生把「外重內輕」寫成「內重外輕」或
「強榦弱枝」，意思剛相反，不給分。

◆部分考生未能根據資料作答，例如把中央軍隊
人數60,000寫成120,000。

◆部分考生分析表二時，把焦點放在安祿山與楊
國忠的比較，指出安祿山為三鎮節度使，楊國
忠只管一鎮，未掌握史事重點。



1(d)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說明安史之亂如何導致宦官專擅
和藩鎮割據。(6分)

史事 6



1(d)給分安排
考問
重點

題目已提供的資料
(不給分)

援引史實說明
(每點一分)

宦官
專擅

⚫ 唐肅宗能到靈武
即帝位，是由宦
官李輔國在幕後
策劃主持。

⚫ 肅宗命李輔國掌管禁軍
⚫ 開唐代宦官掌控禁軍之先例 /到

代宗時，宦官擔任樞密使，進而
參與決策，掌控國家軍政大權 /
掌廢立君主之權。 (每點1分，最
多2分)

藩鎮
割據

⚫ 唐室期望早日平
定亂事，乃採姑
息政策，凡投降
者便不處罪。

⚫ 招降叛軍將領，冊封他們為節度
使，容許他們在河北舊地擁兵自
重/河朔割據型。

⚫ 為了酬謝平亂功臣，唐室又封他
們為節度使/中原防遏型。

⚫ 於是全國兵鎮數目急劇增加 /藩
鎮擁政、軍、財權 /跋扈的相關
史事。



1(d)考生表現

◆表現一般，平均得分為2.8 (總分為6)。

◆部分考生只空泛寫出宦官掌「軍權」，未
能準確指出掌「禁軍」。部分考生混淆漢、
唐宦禍的史事，誤指「君主年幼」為唐代
宦禍的成因。

◆部分考生分析藩鎮割據一項時，交代回紇
助平亂事，與考問重點無關。



整體表現

◆ 共 4,817名考生選答題 1，選題百分率：
83%。

◆ 題 1 的平均分為11.9，表現尚算滿意。

◆ 考生審題能力尚可，大多能依分題逐項回
答。

◆ 考生對數據的分析能力較弱。

◆ 考生的表達能力較弱，未能完整援引證據
及史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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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根據資料一，國民黨確立了哪兩項重要政策？(2分) 試從
資料一兩幅圖片各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看法。(2分)

史事+證據 4



2(a)給分安排
圖片 政策(1分) 證據(1分)
一 • 容共/聯共/融合共產黨

• 與共產黨合作
• 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

入國民黨

在中國國民黨大會，中國共
產黨黨員亦有出席。

不給分
溶共

只提毛澤東等人名，沒有指
出他們出席中國國民黨大
會。

二 • 聯俄/與俄國合作
• 以俄為師

• 孫中山提出要「以俄為
師」

• 「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
可」

• 政策佔1分，引用證據佔1分。政策答對，證據才給分。
• 如考生作答多於兩項政策，只順序批改首兩項。



2(a)考生表現

◆ 表現理想，平均得分為3.4(總分為4)。

◆ 考生多能根據資料一，指出國民黨確立了
「聯俄」和 「容共」兩項重要政策，也
能援引相關的證據以作支持。



2(b)承上題，孫中山為什麼要提出以上政策？試援引史實，加
以說明。(4分)

史事 4

每項1分
•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反軍閥鬥爭中屢遭挫折/

孫中山希望打倒軍閥。
• 孫中山深明只有建立自己的軍隊，革命才有成功

希望/建立黃埔軍校。
• 蘇俄宣佈放棄在華特權/願意提供援助。
• 國民黨組織散渙/群眾基礎薄弱/允許中國共產黨

黨員加入，可以壯大國民黨。



2(b)考生表現

◆ 表現一般，平均得分為1.9(總分為4)。

◆ 部分考生能夠從孫中山、蘇俄、中國國民
黨等多角度分析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政策
的原因。

◆ 表現稍遜的考生，內容多空泛。



2(c)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第一次國共合作
不能持續的原因。(6分)

理解+史事 6



2(c)給分安排

題目已提供的
資料(不給分)

分析(每項1分) 史實(每項1分)

( 汪 ) 精衛本亦
非俄派之革命
/(胡 )漢民已失
此信仰

• 國民黨內汪精衛及胡漢民等元老
早就對孫中山的「聯俄」政策有
所保留/國民黨內意見分歧。

• 孫中山死後，部分國民黨黨員便
與共產黨決裂。

• 導 致 寧 漢 分
裂

• 共 產 黨 黨 員
被捕殺/清黨

• 共產黨員加
入國民黨，
由1921年50
多 人 增 至
1927 年 的 5
萬多人。

• 九個部內已
控制了五、
六個

• 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合作後，黨員
人數急劇增加。

• 共產黨黨員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內
的勢力逐步擴張/勢力增大。

註：如考生抄寫左面兩項資料後，籠
統分析共產黨勢力大增，只給1
分。考生必須逐項資料作合理分
析，才可各給1分。



2(c)考生表現

◆表現一般，平均得分為2.9(總分為6)。

◆考生多只抄寫資料二的數據，籠統指出共
產黨勢力大增，未能仔細分析共產黨黨
員人數急劇增加及共產黨黨員在國民黨
中央黨部內勢力增大的情況。

◆多未能補充寧漢分裂等相關史事。



2(d)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原因。
(6分)

理解+史事 6



2(d)給分安排
題目已提供的資料

(不給分)
分析(每項1分)

日本先後發動九一八
事變、一二八事變，
在 中 國 東 北 建 立 偽
「滿洲國」

• 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愈趨激烈 /考生

較詳細講述其中一宗侵華事件
• 國人要求國民黨抗日的呼聲日益高

漲
• 共產黨二萬五千里長征損折重大。
• 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兵諫
• 結果：共產黨致函蔣介石要求合作，

共同抗日/採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蔣介石接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共產黨二萬五千里長
征
發動西安事變



2(d)考生表現

◆ 表現尚算滿意，平均得分為3.5(總分為6)。

◆ 考生多能根據地圖資料，從日本侵華、二
萬五千里長征和西安事變，分析導致第二
次國共合作的原因。



整體表現

◆ 共 986 名考生選答題 2，選題百分率：
17.0%。

◆ 題 2 的平均分為11.6，表現中規中矩。

◆ 考生審題能力尚可，大多能依分題逐項
回答。

◆ 考生對圖片及地圖的理解尚可，大多能
提取有用資料以助解說。

◆ 考生對史事的掌握較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