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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中一級 上學期考試 (2020-2021) 

中國歷史科 

(一小時) 

 

日期：二零二一年一月八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上午九時三十分 班別：________ 班號：______ 

 

考生指引： 
1.全卷共 100 分。 

2.考生必須將所有答案填寫在答題紙上。 

3.考試完畢後，須交回問題紙及答題紙。 

 

一、選擇題：(20%)  

1. 下列何者是中國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類？ 

(1) 北京人          (2) 良渚人 

(3) 仰韶人          (4) 元謀人 

A (1)(4)       B (1)(2)(4) 

C (2)(3)(4)       D (1)(2)(3)(4) 

 

2. 新石器時代的人已發展下列哪些活動？ 

(1) 農業          (2) 畜牧 

(3) 製陶          (4) 紡織 

A (1)(2)(3)       B (1)(2)(4) 

C (2)(3)(4)       D (1)(2)(3)(4) 

 

3. 仰韶文化的遺址首先在中國哪一個省出土？ 

A 浙江       B 山西 

C 山東       D 河南 

 

4. 仰韶文化時期，人們居住在甚麼地方？ 

A 洞穴       B 海邊 

C 村落          D 巿鎮 

 

5. 下列哪一類是良渚文化的主要陶器類型？ 

A 白陶       B 印紋陶 

C 黑陶       D 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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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國歷史上的「傳疑時代」，通常是指： 

A 文字發明以前     B 黃帝開國以前 

C 夏朝以前      D 商朝以前 

 

7. 下列哪個組織是因為有血緣關係而結合在一起的？ 

A 國家       B 部落 

C 部落聯盟      D 氏族 

 

8. 遠古時代部落聯盟的領袖稱為： 

A 首領          B 酋長 

C 共主          D 天子 

 

9. 遠古時代，華夏民族的祖先在何地聚居？ 

A 淮河流域      B 黃河流域 

C 珠江流域      D 長江流域 

 

10. 下列哪一項並非黃帝的事蹟？ 

A 他是軒轅氏部落的首領   B 他打敗了九黎族首領蚩尤 

C 他無力維持中原的秩序   D 他促進炎、黃兩部落的融合 

 

11. 下列除一人外，都是古代的著名共主，該人是： 

A 黃帝       B 舜 

C 禹        D 盤古 

 

12. 黃帝被後人追認為華夏民族的始祖，相傳在他執政時期有甚麼發明？ 

(1) 醫藥       (2) 文字 

(3) 曆法       (4) 火藥 

A (1)(2)(3)       B (1)(2)(4) 

C (1)(3)(4)       D (2)(3)(4) 

 

13. 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所採用的傳位方式叫做： 

A 禪讓          B 選舉 

C 封建             D 世襲 

 

14. 商朝的開國君主與亡國之君分別是誰？ 

A 契、紂          B 湯、紂 

C 湯、盤庚            D 盤庚、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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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哪件事情屬於商代的史事？ 

A 大禹治水         B 姬發伐紂 

C 堯讓位於舜      D 黃帝大敗蚩尤 

 

16. 下列哪一項與甲骨文無關？ 

A 在殷墟大量發現     B 刻在獸骨和龜甲上 

C 記載有關夏朝的史事    D 內容與後人歷史記載脗合 

 

17. 下列哪一項並非周幽王失國的原因？ 

A 西北部族犬戎入侵    B 寵愛褒姒，不理政事 

C 廢王后和太子，激怒申侯      D 禁止國人使用山林水澤，引起叛亂 

 

18. 公元前 770 年以後的周朝稱為「東周」，是由於周的首都： 

A 從周原東遷到豐邑    B 從鎬京東遷到洛邑 

C 從豐邑東遷到鎬京    D 從洛邑東遷到朝歌 

 

19. 下列哪些是周平王把首都遷到東邊的原因？ 

(1) 鎬京已殘破         (2) 各諸侯迫平王東遷 

(3) 躲避黃河水患     (4) 犬戎威脅 

A (1)(4)       B (2)(3) 

C (2)(3)(4)       D (1)(2)(3)(4) 

 

20. 哪一事件標誌了戰國時代的開始？ 

A 共和行政      B 平王東遷 

C 幽王失國      D 三家分晉 

 

二、 填充題：(20%) 

1. 「封建」的意思就是(1)，指天子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給(2)，並授於他們(3)，

讓他們建立(4)，保衛中央。 

2. 西周除了有封建制度，還有(5)制度、(6)制度及(7)制度相配合。 

3. 周平王東遷後，王室領土縮小和軍力大減，(8)地位一落千丈。     

4. 東周五百多年間，前半期稱為(9)，後半期稱為(10)。 

5. 春秋時期，霸主以「尊(11)、攘(12)、禁篡弒，抑兼併」為口號，以禁止諸侯國

內的權臣奪取王位，阻止諸侯之間互相侵佔土地。 

6. 韓、(13)、(14)本是晉國的三個卿大夫，後來瓜分了晉國的土地，史稱「(15)」。 

7. 戰國後期，(16)國仿照北方胡人的風俗改穿衣窄袖腳的衣服，學習騎馬射箭，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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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7)。它改革後，國力較強，成了秦的大敵，可是它在(18)之戰中卻為秦所敗，

四十萬大軍全部覆沒。 

8. 秦始皇北伐(19)，南平百越，在南方設立了南海、桂林及象三郡，(20)也因此成

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 

 
三、配對：(6%) 

將下列的春秋戰國的戰爭與解說配對，把正確的答案填寫在答題紙上。 

1. 春秋戰爭規模 A. 戰事可歷時數年，動員士兵以十萬至數十萬計 

2. 戰國戰爭規模 B.  士兵常用較以往鋒利、輕便、靈巧的青銅兵器 

3. 春秋常用兵器 C. 步兵和騎兵為主，會進行包圍戰、迂迴戰等 

4. 戰國常用兵器 D. 士兵會使用劍、矛等青銅或鐵製兵器 

5. 春秋常用戰術 E. 戰事多持續數天，動員士兵以數千至數萬計 

6. 戰國常用戰術 F. 戰車為主，步兵為副，在平原決戰 

  

四、史料閱讀：(54%) 

第一題：本題與商鞅變法有關 

資料一：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 

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厲行法治，貴族犯法與平民同罪。有一次太子駟犯法，理應

受罰；但礙於他是秦國儲君，不便受刑，商鞅便處罰了太子駟的兩位老師，以示他

們教導無方。這次事件後，商鞅執法如山的形象深入民心，人民都嚴格遵從他所頒

佈的法令。 

 

資料二：馮惠民《商鞅》 

經濟：廢除(1)，承認土地私有，可自由買賣。 

政治：推行(2)，把鄉、邑（小市鎮）、聚（村落）合併成三十一縣。 

軍事：凡為國家建立軍功者，不論出身，均賜予(3)及田宅。 

 

資料三：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 

秦孝公死後，太子駟即位為秦惠文王。那些因商鞅變法而利益受損的貴族，紛紛站

出來誣告商鞅謀反。惠文王亦因為當年犯法一事，對商鞅懷恨在心，所以乘機報復，

下令捉拿商鞅。商鞅知道自己大禍臨頭，便連夜出逃。正當他逃到函谷關，打算入

住旅舍時，店主竟要求他出示身分證明，並說：「根據商君的法令，投宿者需要出

示身分證明，否則我會受到處罰的。」商鞅見狀便歎息道：「我真是作法自斃啊！」 

最後商鞅被捕，慘遭車裂的酷刑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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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資料一，商鞅為何要處罰太子駟的兩位老師？這對他的變法有何幫助？ 

(4 分) 

b. 請把資料二中的(1)、(2)、(3)三項的正確答案填寫在答題紙上。(6分) 

c. 根據資料三，商鞅最後為甚麼不能逃離秦國？他用哪個成語來形容自己的處境？

(4 分) 

d. 有人認為「秦國最終得以統一六國，全賴商鞅變法成功。」你同意嗎？試抒己見。

(3 分) 

 

第二題：本題與秦統治政策有關 

資料四：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 

 

語譯：長城蜿蜒曲折，連綿三千里。邊城多是健壯的年輕男人，長城內家中大多只

剩下死去丈夫的婦女。如果生了男孩，千萬不要去養育他；如果生了女孩，就用乾

肉撫養她吧！你難道沒看見長城之下，屍骨累累，重重疊疊地相互支撐着，堆積在

一塊嗎？ 

 

資料五：戰國及秦朝貨幣 

 

 

e. 秦的長城連接了哪三國的城牆？修築長城的目的是甚麼？(8 分) 

f. 根據資料四，百姓為何寧願生女也不生男？(2分) 

g. 秦修築長城造成了甚麼負面的結果？試從資料四中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答

案。(4分) 

h. 資料五反映了秦朝的哪一項措施？此項統一對百姓帶來了甚麼好處？(4 分) 

i. 除了資料五的措施外，秦朝還推行了哪兩項統一措施？(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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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題：本題與漢統治政策有關 

資料六：漢初的統治政策 

天下最大的道理莫過於無為。漢朝初年，漢高祖劉邦汲取了秦始皇亡國的教訓，以

道家思想治國。農民在較為寬鬆的統治下，安心於農耕生產，國家的經濟得以很快

地恢復。 

 

資料七：漢武帝的統治政策 

漢武帝把儒家學說定為統治思想，大力推行儒家教育，在長安興辦太學。太學內把

《詩》、《書》、《禮》、《易》、《春秋》作為教學內容，統稱五經，後成為傳統教育的

正式課程。另外在太學內設置五經博士，專門傳授儒家學說，下配有五十名弟子。

弟子在博士的指導下攻讀五經，每年參加一次考試，只要能通一經，就可以做官，

學習儒家經典成了做官的捷徑，所謂「學而優則仕」。 

  

j. 根據資料六，漢初推行甚麼國策？這國策源於哪一派思想？(4 分) 

k. 根據資料七，漢武帝在文化方面推行甚麼政策？這形成了甚麼政府？(4 分) 

l. 資料七中，漢武帝通過哪兩種途徑來推行儒學教育？(4 分) 

m. 根據你所學，說明漢武帝在文化方面的政策的正面及負面影響。(3 分) 

 

【試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