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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工作紙       第四章    北宋的積弱與變法 

注意事項： 

1. 繳交期限為 2 月 18 日上午 9 時正或之前 

2. 同學可將此工作紙列印或以單行紙或原稿紙完成題目，並標明姓名、班別及學號 

3. 課業以拍攝或掃描形式繳交，請務必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拍照，儘量保持清晰可辨 

4. 繳交電郵: npcjuniorchistory@gmail.com 

（標題請註明：中二中國歷史科功課及姓名、班別、學號） 

 

姓名：______________(   )        班別：中二 ____ 班         日期：______________ 

 

 後周末年，禁軍將領    由兵將擁立為帝，改國號宋，是為    。 

 

 五代後周末年，禁軍首領趙匡胤奉命北上抗敵，軍隊到達    時，兵士忽然譁變，把

一件    加在他的身上，擁立他做皇帝。 

 

 因為石敬瑭割讓了    給契丹，所以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小的統一王朝。 

 

 宋太祖即位後，制定了強榦弱枝和    兩大國策。 

 

 宋太祖立國後，提倡「重文輕武」：由    主持中央軍事機構，並且統兵作戰；大興儒

學及增加    的取錄名額，以及給予文官種種優待，藉以鼓勵讀書的風氣。 

 

 宋太祖推行「強榦弱枝」政策，其目的在於加強    ，防止地方坐大。 

 

 宋代中央政府的權力由三個部門管理：    管政務，樞密院管軍事和    管財政。 

 

 宋代的地方長官稱為    ，由中央委派    擔任。 

 

 宋朝在地方上加設「    」一職，監察知州工作，兩者互相牽制，使地方長官不易弄

權。 

 

 宋代負責保衞京師的精壯士兵，稱為    。 

 

 宋代老弱的士卒，負責留守地方，稱為    。 

 

 宋太祖用    的辦法，把掌管禁軍的兵權，從功臣手上取回。 

 

 宋太祖行    ，規定禁軍輪流到重要地區駐守，將帥則長駐地方，以減少將領擁兵作

亂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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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規定全國的賦稅，除必要開支外，其餘須由    運到京師。 

 

 宋初，地方賦稅除留下必要開支外，其餘歸中央。如有額外開支，必須由中央批准

和    ，使    以來地方把持財政的情況不再出現。 

 

 宋代的中央集權制度，有效防止了唐末和五代時期的    割據和武人擅權的禍患。 

 

 宋太祖規定各州必須把判處死刑的案件移交中央的    定奪，地方的    權收歸

中央。 

 

 宋代中央集權制度推行太久而不加改變，形成了    的弊端。 

 

 宋代重文輕武的本意是製造    的局面，可是冗員冗兵不斷增加，行政效率降低，軍

隊素質也低劣。 

 

 本名契丹，是宋代初年的主要邊患。 

 

 遼本名    。五代時，酋長    統一了各部，創製文字，改革制度，發展農商，

國力大增。 

 

 欲收復燕雲之地，曾三次伐遼，都失敗而回。 

 

 宋真宗與遼國訂下    ，以換取雙方的和平。 

 

 宋代的外患除了北方的遼國外，還有西面的    。 

 

 党項族人    建立夏國，因其國位於西面，故稱    。 

 

 北宋冗兵充斥，戰鬥力弱，又    問題嚴重，影響行政效率，加上以歲幣換取和平，

令國庫空虛，國家財政日困。這些都導致宋朝推行    。 

 

 宋仁宗時，宰相    提出十項改革，史稱「慶曆變法」。 

 

 范仲淹主持的    ，它的主要內容是澄清吏治和強兵富民，可惜受到羣臣反對，變法

以失敗告終。 

 

 宋神宗時，宰相    厲行變法，史稱「熙寧變法」。 

 

 王安石推行    ，按土地面積和肥瘠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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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寧變法時，朝廷推行    ，由官府借錢米給貧苦的農民，使他們免受高利貸的剝削。 

 

 王安石針對商品市場推行變法，政策包括：均輸法、    。 

 

 王安石實行    法，訓練民兵，負責地方上的防盜治安工作。 

 

 熙寧變法中，以「    」代替「更戍法」，使兵將合一，增強戰鬥力，加上不再    ，

節省了國防開支。 

 

 王安石改革科舉內容，由試    改為較實用的經義和時務。 

 

 王安石改革學制，行「太學三舍法」：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和「    」三級。 

 

 宋神宗時，熙寧變法引發了    ，兩黨相爭前後近五十年。 

 

 北宋新舊黨爭，歷時近    年，間接導致北宋的覆亡。 

 

 北宋末年，女真族領袖    稱帝，改國號為金。 

 

 宋徽宗為了收回燕雲之地，決定聯金滅    。 

 

 宋金約定兩路攻遼，金兵如期攻佔遼的北面土地。宋負責進攻遼的      ，卻大敗而回，

最後燕京亦為金人攻下。 

 

 金人在聯合北宋滅遼的戰爭中，得知宋軍力薄弱，於是揮軍南下，直趨汴京。宋徽宗倉皇

傳位給兒子    ，然後逃亡南方。 

 

 宋靖康二年，金南下侵宋，攻陷汴京，把徽宗、    和后妃皇族等人俘擄北去，史稱

靖康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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