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考生的表現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a)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a)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題目提供北魏均田制的
，要求考生援引 分析

均田制有
的目的。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a)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優異者：
• 能按資料及題旨要求，分別析述

之意
• 能 ，
有效 豪強

• 亦能從 處著墨，析論
措施如何 ， 他們對制度
的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a)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優異者：
• 部分考生更能指出

，以此推論
均田如何在授田上兼能抑壓及安撫豪
強。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a)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一般者：
• 多未能 均田制如何達到

之意
• 未能指出 ，
使之脫離豪強

• 只
• 甚或

，乖離題旨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a) 
第五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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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a) 
第五級示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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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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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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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a) 
第五級示例：

考生表現：
• 能 ，
清晰地析述政府授田有 之意

• 亦能兼顧分析

，表現良佳。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a) 
第三級示例：

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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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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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意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a) 
第三級示例：

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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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a) 
第三級示例：

考生表現：
，

析述政府授田有限民名田，抑制豪強
• 但考生

• 尚能兼顧分析授田奴婢及耕牛有安撫
豪強以換取其支持

• 但只在 ，論述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題目提供三個促成唐代均田制敗壞的
角度及相關資料，要求考生
分析唐代均田制崩壞的原因。
考生 ，
從「戶口增加」、「濫於封賞」、
「戰亂影響」三個角度加以分析。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優異者：
• 能從戶口數上升

，令政府無法授田，部
份更能

說明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優異者：
• 次項能掌握

，並配合職田、賜田、勳田均具
，引致官吏佔田太多而令政府

欠缺足夠土地進行授田，最終導致田
制崩壞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優異者：
• 最後能緊扣

，而導致
，政府無法做到還授，均

田制最終由唐德宗推行兩稅法而正式
結束。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優異者：
• 部份考生補充了 ，以及

，令政府更難推行均田之情況，
答案完備。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一般者：
• 未能根據題旨 論述
• 普遍未能指出人口上升導致

的情況

• 未有清楚說明安史之亂對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稍遜者：
而未有引申析論

而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第五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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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第五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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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第五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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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第五級示例：

考生表現：
• 能 ，清晰
地析述人口上升導致可分地不足的情況，
亦有敦煌示例作助證

• 亦能兼顧分析官吏佔田太多而令政府欠缺
足夠土地進行授田，當中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第三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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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第三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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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第三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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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2021 年卷二第 10 題 (b) 
第三級示例：

考生表現：
，指出人

口上升導致可分地不足的情況，但當中引
述史實有缺失之處

• 亦能引述分析官吏佔田太多而令政府欠缺
足夠土地進行授田，但



謝謝！



2021 年卷二第 11題考生的表現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題目提供唐代府兵及宋代募
兵制的 ，要求考生從

及
兩方面比較唐代、北宋兵制
的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優異者：
• 能 ，先按資料提示

，並
• 考生能指出兩代因在 ，
而致兩代兵源不論 均有明顯分別

• 更 《唐律》中「 ，財均者取強，
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的徵兵
原則，以及 的原由，
作答甚為完備。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優異者：
• 次項則大都能緊扣資料論述，並

，免賦稅以資
武備糧食，可 （包括衣服、被、資、
物、弓箭、鞍轡、器仗）

• 亦能指出宋代軍費來自政府，並援引史實證
明 。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一般者：
• 表現一般者大都呈現 現象

，但對宋代
募兵的認識稍覺不足，特別未能說明

，未算緊
扣資料作回應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稍遜者：
而不加解說

• 部分考生忽視題目要求而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第五級示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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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第五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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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第五級示例：

考生表現：
• 能 ，

• 能援引史實說明唐宋軍源的相異之處
• 亦能列舉唐宋軍費開支不同的史實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第三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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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第三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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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a) 
第三級示例

考生表現：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 題目清楚要求考生從
及 兩方面分析明代
衛所制的 。

• 考生一般都能了解衛所及屯田的
內容，回答「節省軍費」方面較
佳，

。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優異者：
• 能清晰地分析 ，對

的使用了解甚深，更附以相
關 為據，令人欣賞。

• 能根據 ，指出軍屯
實有 的功用，並詳細說明

，亦能引文佐證開墾田地的成效，
作答完備有致。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表現一般或稍遜者：
，或單以貼戶供養正

軍為據，未有說明屯田之關節，且史實欠奉，
內容空疏，更嚴重者，

，或把節省軍費的內容再
謄錄一遍



2021 年卷二第 11題 (b) 
第五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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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卷二第 11題 (b) 
第五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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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謝謝！



2021年中國歷史科卷二單元四
(制度與政治演變)第12題

考生表現



⚫ 題目要求考生從「考試程序」、「考試內容及形式」、
「取錄授官」三方面援引史實析論明代科舉制對人才消
長的影響，一般考生表現尚佳。

⚫ 表現優異的考生，對明代科舉制度對人才的影響有透徹
的理解，能掌握題旨，準確而詳盡地援引史實從人才消
長兩方面立論，夾敘夾議，言而有據，內容充實，令人
信服。



⚫ 然而，不少考生將考試規則或防弊措施當作是考試程序，
甚至是考試內容的主體，如詳述糊名、謄錄、鎖院、巡
邏等，當作是答案主要部分，實在是對題旨理解不足，
扣題欠準。

⚫ 亦有考生對明代科舉四個階段、獲取銜頭、設置科目等，
往往與唐、宋混淆，或有張冠李戴的錯誤，史實認識不
清。也有考生忽視題旨，未能針對人才消長的影響著墨，
部分考生卻以「對寒門有利、高門不利」等字眼作答，
未能盡符題旨，相信是單憑平日記誦而作答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