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衰環

一殷評鑰及薑罐

總體而言，考生備試充足 。 大部分考生對課程所涵蓋的議題／課題均有所認識．
然而 ， 考生的表現未必與所付出的努力成正比 。 考生要在歷史科考試取得佳績 ，

宜加強以下各方面能力：識別題目中的關鍵詞 ， 以便掌握題旨；使用相關史料，
支持其論點；以及答題邏輯分明 、 內容連貫 、 思路清晰 。

考生要避免答非所問， 便需注意審題 。 這是非常重要的 。 考生往往未徹底審
題，便開始作答 。 這解釋了何以部分考生在回答歷史資料題時 ， 答案與題目無關：
當題目只要求使用資料作答時 ， 他們卻以自己所知作答；另一 方面， 當題目要求
同時使用資料和考生自己所知作答時 ， 他們卻只使用其一 。 在回答論述題時 ， 考
生亦應在作答前理解題旨 。 考生宜閱讀考評局出版之（歷史科提問用語手冊） (2007 
年出版 ， 網上版2011年）， 以便弄清在香港中學文憑歷史科考試中各常見提問用
語的意思 。

除此之外 ， 考生亦需要選取相關史料， 以論證其論點 。 一 些答卷使用了與題
旨不相干的史料 ， 以致答非所問 。 考生亦應避免默寫 「 範文」應試 。

最後， 考生應特別注意行文的邏輯 、 內容的連貫性和思路是否清晰 。 他們不
應胡亂作答 ， 也不應堆砌史料而不顧論點是否清晰 。 總體而言 ， 考生需改善語文
能力及表達技巧 。

考生矚鬮憤況

題號 選題百分率
卷一

1 

必答3 

4 

卷二

I 12% 
2 23% 

3 13% 

4 80% 
5 5 6% 
6 3% 

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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巻一（蜃史資料鬮）

第1題 (a)(i) 表現平平 。 大部分考生能夠參考資料A• 指出香港人對香港前途
的一項憂慮 。 然而，部分考生未能從圖表中的百分比數據歸納出
合理論點， 其答案未能獲得高分 。

(a)(ii) 表現未符預期 。 中文答卷的表現往往較英文答卷為佳 ， 後者有時
未能有效詮釋相關歌詞 ， 因而 未能準確判斷1990年時題(a)(i)所

(b) 

第2題 (a)

(b) 

(c) 

第3題 (a)

(b) 

(c) 

推斷的憂慮是否仍然存在 。

表現未符預期 。 題目要求考生評論直至1997年香港前途問題是
否提升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 。 不少考生未能妥善處理 「 政治意識」
的概念， 因而未能使用恰當的史例支持其答案 。 表現最差的考生
使用 「 政府」改革內容為例子以求證明香港 「 人」提升了政治意
識，因而失分 。

表現非常良好 。 題目要求考生指出資料C作者對美國所持態度 ，

並以資料C的一項線索支持其答案 。 不少考生能夠指出有關態度
是正面的 ， 並能以一 項相關線索予以支持 。

表現未符預期 。 題目要求考生參考資料D解釋他們若是1945年
的中國知識份子 ， 會否支持中國共產黨 。 題目旨在測試考生對

1945年中國狀況的同理心認知能力 。 正反面的論點皆可接受 ， 惟
考生必須清楚說明其立場 ， 並能參考資料D解釋其答案 。 只有表
現最佳的考生能清楚說明立場、 作出有效討論 ， 並申述原因 。 不
少答卷內容籠統 。 部分表現稍遜的答卷未能以資料D為據作答 。

表現平平 。題目要求考生比較 1949年前後中共的指導原則 ， 旨
在測試考生的轉變與延續概念 以及運用資料與個人所知的能
力 。 只有表現最出色的考生能夠妥善比較中共的指導原則 ， 指出

1949年前後的轉變及l或延續 。 不少考生在答案中未能清楚分辨
資料和個人所知兩部分 ， 因而失分 。 部分表現稍遜的考生未能有
效比較1949年前後的中國 。

表現良好 。 題目要求考生指出資料E漫畫的主要信息 。 大部分考
生能夠將焦點集中於法國，指出漫畫的一 個合理信息 ， 並作出合
理解釋 。

表現良好 。 大部分考生能夠參考資料F指出一 般人對第一次世界
大戰影響婦女地位的一 項誤解 。 表現最差的考生胡亂抄錄資料內
容， 未能選取有關 「一 般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婦女地位的誤
解」的內容 。

表現平平 。 題目要求考生參考資料E及F• 並就其對歐洲直至1929
年的發展所知 ， 討論第一 次世界大戰有否使歐洲變得更好 。 只有

表現最出色的考生能夠集中討論關鍵詞 「 歐洲變得更好」， 並能
有效運用兩項資料及其個人所知 。 表現一 般的答卷討論大戰如何
影響歐洲的發展 ， 對關鍵詞 「 變得更好」的處理不足 。 部分表現
稍遜的考生忽略了題目中 「變得更好」和 「 直至1929 年」等關
鍵詞 ， 僅僅默寫關於極權主義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因等預先
準備好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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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題 (a) 表現令人滿意 。 不少考生能夠使用資料 G指出夏爾．戴高樂在
1963年和196 7年所使用的同 一 項理據 ，以拒絕英國在該兩年加

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申請 。 部分表現稍遜的考生誤解 了1967年
的資料 ， 在該部分未能得分 。

(b) 表現平平 。 題目要求考生闡釋資料H中「微不足道的條件 」 所指
的意思。考生的表現視乎他們能 從漫畫中讀到什麼訊息 。 例如 ，

考生若 集中討論英國國旗扔下、法國國旗昇起，往往會遠較討論
搬屋貨車表現得好 ， 後者並未能清楚反映有關主權的訊息 。

(c) 表現令人滿意。題目要求考生討論1950年代至1970年代妨礙歐

巻＝（論述履）

洲經濟合作的因素。不少考生在答卷中表現出對相關史實有所認
識 。 他們能夠解釋不同因素在有關時期內如何妨礙經濟合作 。 部

分表現稍遜的答卷僅 討論了 一 個因素及I或引用無關題旨 的史
實 ， 因而失分。

第I題 表現欠佳 。 題目要求考生討論20世紀上半葉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
的特徵 。 不少考生對相關史實所知甚少 ， 很多未能集中討論香港與
中國內地關係的特徵 。 部分答卷僅陳述兩 者關係 ， 沒有分析其 特
徵 。 表現最差的答卷甚至忽略了題目要求的時段 ， 討論了1950 年
代以後的關係 。 只有個別考生能夠按規定時段指出相關特徵 ， 並能

提出具體史實為據。

第2題 表現平平 。 題目要求考生以課程內一個改革和一個革命為例， 比較
改革與革命作為推動20世紀中國蛻變的方法。大部分考生能夠選
取相關的改革和革命為例，然而能 就此作出有效比較者並不多 。 表
現稍遜的考生僅分述所選改革和革命的史實 。 部分考生嘗試作出比
較 ， 但史實欠具體；部分則未能了解 「蛻變」等重要概念，因此所
作討論淺薄 。 只有表現最出色的考生能夠有效比較所 選改革和革
命，並集中於討論兩者作為使中國蛻變的方法。

第3題 表現平平 。 題目要求考生討論1952 -2000年間日本對亞洲諸國的外
交是否主要旨在為其戰爭罪責作出補償 。 考生除了需要按題目要求

就日本對亞洲諸國的外交政策 提供準確的史實外，還需要進 一 步評
估該等政策是否主要旨在為其戰爭罪責作出補償 。 部分表現出色的
答卷能夠展示對題目的理 解，並能清楚探討戰爭罪責問 題與其他因
素在塑造日本外交上的相對重要性。表現最佳的答卷在史實準確性
和討論相對重要性上能兩者兼備。大部分答卷在前 一 項表現不俗，
後一 項則往往較遜 。 部分表現稍遜的考生忽略了題目關鍵詞「主
要 」

， 僅陳述盟總時期之後日本外交的史實， 僅有 一兩行文字輕輕
觸及戰爭罪責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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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題 表現平平 。 題目要求考生參考1919-39年間歐洲發展的史實，討論
經濟大衰退相比於巴黎和約(1919-23)是否引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更重要因素 。 雖然有個別考生能夠就該兩個因素在引致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相對重要性作出合理分析，很多答卷出現以下一 種或以上的
毛病：陳述該兩個因素如何引致大戰而完全沒有作出任何比較；僅
集中討論一個因素 ， 一 般是巴黎和約；畫蛇添足地討論 了日本的擴
張；使用 「什麼程度」方式作答，使答案的 鋪排過於複雜。考生應
小心審題，直接回答 。

第 5題 表現令人滿意。題目要求考生討論1946 -91年間蘇聯在哪些方面影
響了冷戰的發展。一般而言，考生對相關範疇具備了一 定的了解。
然而，部分表現稍遜的答卷未能按要求涵蓋整個歷史時期 ， 或者僅
一面倒地討論蘇聯如何激化了與 美國的敵對關係 。 部分考生採用了
「什麼程度 」 的方式處理關鍵詞「在哪些方面 」

， 因而畫蛇添足地
講述 了美國在冷戰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現最差的答卷僅追溯冷戰的
發展 ， 而未能集中於蘇聯影響其發展的方面 。 只 有表現最出色的答
卷能直接了當地按題目要求進行討論 。

第6題 這是最少考 生選答的題目 ， 表 現 亦欠佳 。 題目要求考 生 參 考
1945-2000年間它在 解決國際衝突和倡導國際間社會及文化合作兩
個範疇所作的嘗試，以討論聯合國是否 一個理想的國際合作平台 。

大部分考生均能提出與聯合國所作嘗試相關的史實，但卻往往忽略
了關鍵詞「平台」， 所作評論因此不夠深人 。 表現最差的答卷未能
提供足夠史實支持其論點。

第 7題 表現平平 。 題目要求考生選取兩個國家 l地區，討論他們若 生於1960
年代 ， 為何「強烈渴求 」 由 一 地移民到另 一 地。考生在討論這個假
設的移民計劃時，推力和拉力均應予以解釋 。 不少答案選擇了一個
共產國家作為原居地 ， 以及 一個資本主義國家l地區作為外移地。出
色 的答卷能夠從多角度討論 1960年代所選國家l地區所存在的推力
和拉力。表現稍遜的答卷則出現以下最少 一 種的毛病：涵蓋1960
年代的史料過少；鋪陳所選國家l地區的史實，惟沒 有討論其面對的
問題和吸引之處；內容過於籠統 。 話說回來 ， 為數不少的考生願意

選答這這新式題目，表現亦與其他較受歡迎的題目相若，這是令人
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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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

香港中學文憑歷史科校本評核要求學生完成一份與選修部分的選項有
關 、 由兩項課業組成的學科功課 。 該兩項課業包括硏究大綱報告及學習報告。

2017 年香港中學文憑歷史科考試 ， 與考學校需呈交學生的校本評核分
數 ， 以作計算學科成績之用。值得欣慰的是 ， 6 4.7%學校的分數屬 「 預期範
圍」內 ， 而17.9%學校的分數較預期高 ， 17.4%則較預期低。然而 ， 分數較預
期高或低的學校中 ， 大部分僅輕微偏離預期的範圍。這表示大部分教師對校
本評核的執行頗為認識 ， 因此評分標準大致恰當 。

2017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校本評核的執行情況大致令人滿意 。 考
評局所委任的分區統籌員支援各校實施校本評核。有關校本評核的各項訊息
通過試後研討會 、 校本評核會議，以及各種簡布會發放予教師；任 課教師丶
科主任以及校內統籌員藉此獲悉呈分之安排 ， 以及應用何種格式將學生的課
業樣本呈交香港考評局。分區統籌員、校內統籌員、校本評核監督以及科目
經理通過電郵和電話 ， 達致有效的溝通 。

一般而言， 「 比較歷史」的表現較其他兩個選修項目為佳 。 大部分選取
「 比較歷史」的學生能夠利用兩個或以上的比較項目擬成恰當的題目 。 「 歷

史議題探究」方面 ， 很多題目並不包含任何爭議 ， 因此並不符合該選修項目
的要求 。 「 本地文化承傳研習」的課業是否適切 ， 視乎學生所選的項目是否
與文化遺產有關。

本科學生固然需要為所選選修項目擬定適當的題目 ， 而他們也需要將題
目配對相應的選修項目。今年 ， 題目與選修項目錯配的情況時有發生；例如 ，

報稱 「 歷史議題探究」的題目 ， 內容其實屬於 「 比較歷史」。

今年 ， 香港中學文憑歷史科並未發現嚴重抄襲個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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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鰂

本專輯的試題曾引用下列刊物的資料：

中文馬克思王義文庫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

新華日報

Daily Express 

Modem History SourceBook 

News & Star 

Penguin Random House UK 

Survey Research Hongkong 

WEU Secretariat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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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內試題引用的資料 ， 蒙有關出版社／機構准予使用 ， 本局深表臧銘。倘當中引用的資料
有未及取得版權持有者同意 ， 或因未悉其來源而有牴觸版權之處 ， 祈為鑒諒 。

本局已盡 一 切努力追溯資料的來源，如有因資料來源錯漏而導致牴觸版權的情況 ， 懇請有關
的版權持有者聯絡本局，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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