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卷二第 12題考生的表現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a) 

試援引史實，從考試程序和科
目兩方面，闡釋宋代科舉制度
的內容。(10分)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a)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題目要求考生從「考試程序」
及「科目」兩方面闡述宋代
科舉制度的內容，考生表現
參差。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a)
作答方向：

•考試程序：宋代科舉由州試、省試
和殿試組成，州縣先將士子保送至
本道考試，及格者稱為貢士。各州
縣貢士由州政府保送至京師，參加
由禮部主持的省試，及格者稱為進
士。最後，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
對進士進行覆試，通過後才得以任
官。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a)
作答方向：

•考試科目：宋初科舉的科目繁多，
有進士、九經、明經、明法等科。
當時，應考進士及明經科最多。明
經科試帖經和經義，進士科試詩賦、
策論和帖經。到王安石變法時，盡
罷進士以外諸科，並改革進士科考
試內容，不再考詩賦、帖經及墨義，
改考經義及策論。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a) 
考生表現：

表現優異者：
• 表現優異者能緊扣題旨，準確理解「考試
程序」及「科目」的意涵，並援引宋代科
舉制度內容進行分析，論述平穩有度。

• 考生大都能掌握州、省及殿三試的內容，
並能指出相關特點，如殿試後不再黜落等，
亦有考生略作比較唐宋兩代程序之不同以
展示宋代科舉考試程序增刪之處，內容更
為飽滿完足。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a) 
考生表現：

表現優異者：
• 科目方面，考生能充分說明宋初以進士及
明經兩科為主，並指出其考核的內容，以
及說明北宋中葉以後，特別是王安石變法
對進士科考試內容的改革，以求覓得真才。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a) 
考生表現：

表現一般者：
•大都未能把握「考試程序」的意涵，
不少考生把宋代科舉的防弊措施理解
為考試程序，亦有考生誤答唐代或明
代的考試程序及內容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自然難有理想
成績。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b) 

根據資料一、資料二和資料三，
並援引史實，析論明代科舉制對
人才消長的影響。(15分)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要求考生根據三則資料提示，從
「八股之害」、「重進士、輕視
舉人」及「南北卷的實行可調動
落後地區士人的學習積極性」三
方面闡述明代科舉制對人才消長
的影響，考生表現一般。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b)
題旨及考生整體表現：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b)
作答方向：

• 八股取士使得培養和選拔的人才在素質上、學
識上大都迂腐無術。

• 明科舉命題《四書》、《五經》為本，並對考
試的文體有明確要求。士子必須以八股文應
考，作答時要模仿古人語氣，立論則以程朱學
派的解說為依據，不得自由發揮。明以格式固
定的八股文取士，使士子只熟背指定的經書注
本。更有甚者，考生僅記誦八股範文應試，以
圖僥倖。因此，士子學問空疏，所學無補於實
用，無助於修身治人。八股文考試束縛思想，
扼殺創新能力，消磨人才。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b)
作答方向：

• 社會上普遍存在著偏重進士、輕視舉人的狀況，進士的
地位遠遠高於舉人

• 明代尊崇科舉出身的進士，尤以能入翰林院者為重。舉
人、秀才、監生則地位較低，兩者仕途截然不同。進士
出身者為清流，地位較高，或留於京師任職，或外放為
地方官後旋即調入京師；英宗以後，內閣學士幾乎為翰
林院出身的進士所壟斷。舉人、秀才等濁流只能長期擔
任地位較低的地方官吏，難以升至中央任職。於是，明
代官僚以出身不同，形成品流之分，清流和濁流官員的
前途大相逕庭，造成官僚的分化和矛盾。濁流官員見升
遷無望，常為自身利益盤剝百姓，無心上進。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b)
作答方向：

• 南北卷的實行可調動落後地區士人的學
習積極性，促進當地教育水平的提高

• 為防科舉名額為某些地域壟斷，明代自
仁宗開始南北分卷，至宣宗更分南、北、
中三卷，按區域配額。南北分卷促進落
後地區的教育水平及人才質素。而南北
人才各有所長，朝廷兼收並蓄，有助提
升官員的質素。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b) 
考生表現：

表現優異者：
• 能緊扣題旨，準確把握資料的內容，有條不紊地
從三個角度進行分析。考生分析「八股之害」尤
佳，大都能援引八股取士的內容，並詳述士子學
問空疏，消磨人才之弊；及次，考生亦詳加析述
甲科、乙科的出身及待遇之不同而形成官分流品
的情況，以及濁流官如何敗壞地方吏治之弊；最
後，考生能析述「南北分卷」的措施內容，以及
如何能有助政府網羅全國人才，並促進相對落後
地區的文教發展，論而有據，內容充實，令人信
服。



2024 年卷二第 12題 (b) 
考生表現：

表現一般者：
• 大都未能把握明代科舉如何令士子「重進士、輕
視舉人」，又或未能指出「三色卷」如何有助提
升不同地區的文教發展，作答有欠精準。此外，
部分考生未有理會資料提供的方向，如指出八股
取士有助提高考試的客觀性，有利選才；又如指
進士及第後可在翰林院培訓，有效為國家儲相，
卻未有回應濁流官的問題；又如指出三色卷實為
明代中葉以後黨爭成因之一，摧折人才等，凡此
均不屬緊扣資料及題旨作答，甚為可惜



第五級示例 (樣本A)

考
生
詳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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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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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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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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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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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解
等
制
度



第五級示例

對
宋
代
科
舉
科
目
有
一

定
的
認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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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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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的
重
點



第五級示例：

考生表現：
• 能 ，

• 史實清晰，亦有增潤部份



第五級示例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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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股
取
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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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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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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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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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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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第五級示例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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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突
顯
重
視
進
士
的
情
況



第五級示例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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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弊



第五級示例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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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的
內
容

及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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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



第五級示例：

考生表現：
• 能 ，

能列
舉史實進行說明



第三級示例 (樣本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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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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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示例：

考生表現：
• 能 進行論述
• 討論 內容詳盡



第三級示例

能
援
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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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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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示例
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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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示例：
考生表現：
• 能 進行
論述

• 三部份以討論官分流品部份為較佳，

而帶來部份失分。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