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表琨

公關考試

本科考試分兩卷 ， 卷－第 一 題必答 ， 佔50分；其餘第2 題至第4題 ， 以及第5題至第

7題各選答一題 ， 每題佔25分。卷二共6個單元 ， 各設3題 ， 考生須於其所學的2個

單元中各選答一 題 ， 各題均佔25分。

（甲）兩卷各題表現

試卷 一

(-) 第1題

'

題號 一般表現

(a)(i) 表現頗佳 ， 多能準確理解資料 ， 並從資料中引用關鍵字詞作答。

(a)(ii) 表現 一 般 ， 大部分考生未能掌握題旨 ， 以解釋杜甫的親身經歷如何影響記述

的客觀或主觀性。部分考生未按題目要求 ， 依據資料中提及的杜甫經歷進行

分析 ， 反而大量引用開元盛世的史事以印證《憶昔）的描述。

(a)(iii) 表現參差。表現較佳的考生概念清晰 ， 分析深入 ， 能選取相關的倉窖及數據 ，

恰當地運用數據說明 ， 表現令人欣喜 ， 例如能清晰分辨公倉與私倉的概念 ，

或注意到資料所涉及的時間 ， 指出在玄宗天寶十四年發生安史之亂後 ， 唐朝

經濟才急轉直下 ， 因此天寶八年倉庫存糧的數據大概可反映開元盛世倉廩豐

實的情況。表現較弱的考生只搬字過紙，籠統抄寫倉庫的名稱與存糧數據 ，

未能進而印證倉廩豐實的描述。

(a)(iv) 表現 一 般。第一 部分考問清査戶口和籍外田地如何導致正倉儲備豐實，惜考

生多未能了解戶口 、田地與國家稅收的關係 ， 只純粹抄寫措施 ， 籠統指出措

施導致國家稅收充足 ， 當然難以取得高分。第二部分考問考生對開元時期措

施的認識 ， 考生多能從開源或節流的角度，選取相關措施解釋；惟部分考生

史事根基薄弱 ， 把開皇 、 貞觀、 開元的措施相混淆。

(b)(i) 表現理想 ， 考生多能準確理解海報對土地改革運動的評價 ， 並能恰當引用證

據支持看法。

(b)(ii) 表現參差。表現較佳的考生 ， 無論認爲海報的描述是否可信 ， 均能從資料性

質進行分析 ， 並援引相關史事支持見解 ， 答案均衡 ， 立論前後 一致，論說具

說服力。表現稍遜的考生 ， 未能按題目要求從資料性質與史事兩方面均衡論

述 ， 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與大躍進時期的措施混淆 ， 又或是推論欠

說服力（認爲海報有提供數據，所以可信） ， 也有立場與論述不 一致的情況，

例如認爲描述可信 ， 卻強調政府宣傳畫的偏頗與不足。

(c) I 表現參差。表現優異的考生能充分理解資料五 「 擴大稅基 」 的概念 ， 能多角
度析論 ， 例如從兩項政策的推行背景解釋爲什麼兩個時期需要擴大稅基 ， 並
補充政策的其他目的 ， 以說明擴大稅基並不足以解釋政策的目的。表現中等
的考生 ， 答案多欠均衡 ， 例如立場認爲「不足以解釋 」

， 就只列出政策的其
他目的 ， 卻沒有運用資料五的概念解釋資料三、四政策的目的；又或只就開
元時期或土改運動的情況作答；又或認爲 「 足以解釋 」

， 但論述時則強調有
其他目的 ， 立論與內容並不 一致。表現未如理想的考生 ， 答案空泛，史事錯
誤 ， 多未能理解 「 擴大稅基」的概念 ， 析論未中重點 ， 更甚者把均田制等同
宇文融的措施作答 ， 完全偏離題旨。

（二）第2 - 7題

題號 選題 一般表現

百分率

2 21 (a)問表現頗佳 ， 大部分考生對春秋時期的史事有 一 定的認識 ，

能指出兩則資料所反映的兩個現象 ， 然如何引發這兩現象的出
現 ， 則多未能具體說明。至於(b)問 ， 表現大致理想 ， 考生多能

點出春秋霸主採用 「 尊）凋室 」
｀ 「 攘夷狄 」 手法以應對周天子

地位衰落及邊疆民族亻＇支擾的問題，惜多未能援例說明 ， 只是翻

來覆去解釋 「 尊周宰」 、 「 攘夷狄 」 的意義 ， 未盡符題旨；甚
者 ， 有考生不明 「 應對 1 帚司之含意 ， 答非所問。(c)問表現參
差 ， 表現優異的考生能從多角度析論戰國時期政治與社會之劇
烈變動與大一 統局面出現的關係；其次則只能泛論其中的變化
而未作深入分析；表現較差者則未能掌握題旨要求，甚或以秦
統 一 天下的因素、粲統 － 後之措施回應 ， 答非所問；亦有考生
混淆春秋與戰國事例。

3 52 (a)問表現尙佳，考生對漢武帝削奪封國、獨尊儒術及設立五經
博士有所認識 ， 能援引史實，具體分析該等措施如何有利漢武
帝鞏固政權；然部分考生只概述漢武帝的政策內容 ， 未有析論
如何有利漢武帝的統治，未能緊扣題旨；亦有考生只抄錄資料
內容而未作詳細說明 ，內容亦頗多謬誤 ， 如 「 吳楚七國之亂 」

誤爲 「 八王之亂 」
， 「 察舉 」 誤爲「科舉 」 等。(b)問表現參差 ，

能援引漢武帝新經濟政策的內容論證是否 「 與民爭利 」 的考生
不多，不少考生只分析漢武帝經濟措施的得失 ，而末有就 「 與
民爭利 」 立論；亦有考生末能交代政策重點；又或錯用史料；
甚或混淆政策內容 ， 如 「 平準 」 與 「 均輸 」 、 「 算緡 」 與 「 告
緡 」 等；更有誤解 「 與民爭利 」 爲 「 爲人民爭取利益 」 ，致答
案偏離題旨 ， 誠屬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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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7 從考生答卷顯示 ， (a)問表現 一般未如理想 ， 不少考生未能根據

資料提供的 「 稍奪其權」
、 「 制其錢穀 」

、 「 收其精兵 」三 方

面論證北宋初年的強榦弱枝政策如何收集權中央之效 ， 只泛論

北宋強榦弱枝的成效 ， 答案並夾雜頗多不相關的資料；亦有不

少考生以 「 分割相權」及 「 杯酒釋兵權」的事例論證；只有小

部分考生能掌握題旨 ， 運用相關資料回應 。 至於(b)問 ， 考生表

現 一般 ， 多對明太祖君主集權的具體措施 ， 如廢相 、 錦衣衞 丶

廷杖 、 跪對等有基本認識 ， 惟往往未能析論該等措施如何導致

輔弼無人，僅能舉述集權措施的內容以對 。 亦有考生以宋太祖

的中央集權措施析論 ， 史事混淆 ， 張冠李戴 。

5 57 (a)問表現不錯 ， 考生多能掌握題旨 ， 並能根據資料作答 ， 言之

有物 ， 析論深入；然亦有不少考生陳述表面 ， 且多泛泛之論 ，

如分析條約的 「 戰後賠款 」 對 「 中國經濟的影響」 ， 或以 「 國

庫空虛 」
、 「 中國負擔極重」 、 「 對中國經濟打擊很大 」

｀ 「 中

國的經濟發展大受影響」 等泛詞回應 ， 欠具體史實說明 。 (b)

問表現欠佳 ， 極少考生既能援引史實支持 ， 以及引述史家的評

論佐證；大多考生未能針對題旨 「 洋務運動的失敗 ， 主要在於

改革不全面」著墨，僅臚列洋務運動失敗原因以對 。 贊同題旨

的考生 ， 多未能舉證說明；否定題旨者 ， 又未能扣緊題旨 ， 論

證洋務運動失敗的 「 主因」 不在 「 改革不全面 」 ， 進而提出個

人的觀點與論據 ， 先破而後立；較弱的答卷更混淆洋務與維新

史事 。

6 8 大率而言，表現未如理想 。 大多考生未有按題目要求 ， 根據兩

段資料的內容回應 ， 甚或對有關資料作片 言隻字的解說亦欠

奉 ， 僅將有關 「 五四運動」的史實 ， 扼要說明， 鮮見析論翔實 丶

論據充實之作；較弱的考卷 ， 往往出現史實混淆 、 人物錯配的

情況 ， 如 「 五四運動」 與 「 中日甲午之戰」 同期發生 ｀ 「 二十
一條 」 作 「 二十三條 」

、 「 袁世凱」誤作 「 蔣介石」 、 「 段祺

瑞 」 誤爲 「 孫中山」等 。

7 35 (a)問表現理想 ， 對劉少奇的遭遇 ， 考生大致能從 「 權力鬥爭」

及 「 路線鬥爭」 的角度分析；表現良佳者能舉述充足史實論證；

而表現較弱者 ， 只從海報提供的字眼稍作延伸討論 ， 頗欠深

入 。 (b)問表現參差，大多考生對 「 文化大革命 」 對政治及文教

的影響有基本認識， 惜頗多考生未有按題目要求 ， 根據 「 附圖」

資料作答 ， 而詳列所有 「 文化大革命 」 對政治及文教的影響 ，

答案夾雜大量與資料不相關的內容 ， 偏離題旨；亦有考生雖然

圍繞圖片的內容作答， 但答案多欠史實支持 ， 如解釋 「 圖 一
」 ，

只言 「 政府被貼滿大字報 ， 不能運作」 了事 ， 頗欠深入 。

試卷二

題號
選題

百分率 一般表現

2

 

3

4

 
8

5

 
2

 

6

表現－般 。 整體而言 ， 考生對資料一有正確的理解，對新文化
運動有概括的認識 ， 並能援引史料回應 ， 卻嫌未能作出全面而
透徹的析論 。

(a)問答卷顯示考生多對西方思潮的傳入有基本認識 ， 惟多未能
自清末至民初的整體情況 ， 援引具體資料作有層次的分析 。 (b)

問而言 ， 考生對胡適在整理國故方面的主張頗有認識 ， 改良文
學方面則掌握不多 。

表現 一般 。 大率而言 ，考生對資料一有正確的理解 ， 多能根據
資料引申回應；惟考生對：
• 1949 年以前毛澤東對傳統儒家思想的看法只有粗略的認

識 ， 回應欠具體；
• 1966年前後毛澤東對傳統儒家思想的看法有 一定的認識，

惜回答時枝葉太多 ， 未能緊扣題旨作深入的分析 。

表現 一般 。 考生對1949年以後香港 、 台灣及海外儒家學者的主
張有概括的認識 ， 惟對人文精神等概念認識不深 ， 多未能緊扣
題義作深入的分析。此外 ， 考生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內地
學界的情況缺乏認識 ， 回應多避重就輕 ， 多浮泛之論 。

(a)問考生表現 一 般，部分考生忽略資料二 ， 亦有誤解資料 －，

多能指出長安地少人多 ， 與東南地區的往來仰賴運河；不多考
生能指出運河需不斷整治，運用資料方面亦見吃力 。 (b)問考生
表現不俗 ， 多能從地理 、 政治 、 軍事 、 經濟等方面分析 ， 條理
分明 ， 惟內容稍欠均衡 ， 或夾雜錯誤 。

(a)問考生表現一般 ， 多能從地理 、 政治、經濟等方面分析 ， 惟
內容欠豐及稍欠均衡 。 (b)問考生表現欠佳 ， 多重覆資料 ， 少作
闡釋 ， 甚或以社會現況通則作闡釋 。

考生表現 －般 ， 就「鴉片戰爭前 」作析論 ， 考生顯得欠缺信心 。

有考生分析始自秦漢 ， 至明清只寥寥數句；有考生以鴉片戰爭
的背景及影響中有關商貿的內容去答題 ， 亦見被題問所限時段 1

給難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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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3 本題分兩問 ， 考生須掌握題目資料的關鍵字句以作回應 。 考生
在(a)問須根據引文 「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 成 一 家之言 」

分析司馬遷編撰史記的動機 。 部分考生未能就資料回應 ， 僅臚
列成書原因及l或過程 ， 以致成績末如理想 。 至於(b)問 ， 極少考
生能均衡地條分縷析司馬遷的政治及經濟思想 ， 並析論二者與
時代的關係 ， 部分考生誤把史記篇目名稱爲司馬氏的思想 ， 亦
有以爲司馬氏的政治思想乃推崇道家黃老之道者 。 整體來說 ，

考生此題表現平平 ， 厥因部分考生未能針對題義 ， 就知識分子
身處的時代背景作答 。

8 16 大率而言 ， 考生在此題兩問的表現 ， 以(a)問較佳 。 (a)問要求考
生分析北宋仁宗以來政局如何引致王安石新法的出現 ， 考生若
能指出仁宗以來北宋政局 「 積貧 、 積弱 」

、 「 根本枝葉 ， 無不

受病 」
， 而能全面分析當時的政治 、 經濟 、 社會 、 軍事等的局

面如何引致王安石各項新法的出現 ， 則屬表現良佳的答卷 ， 部
分考生能臻此境 ， 表現稍遜的考生多只能援引部分關鍵字詞如

「 強榦弱枝 ， 重文輕武 」
、

「 三冗 」 等拼湊成篇 ， 流於空疏 。

至於(b)問表現參差 ， 考生須分析題目資料所列出的兩個觀點 ，

其中哪一個引致新政失敗相對較爲重要 ， 表現較佳者既能掌握
正反立論的分析技巧 ， 更可援引相關的史實作支持；惟部分考
生不按題旨回應 ， 或指兩者均屬重要 ， 又或僅泛論失敗原因 ，

有更扣連北魏孝文帝漢化及l或清代維新運動 ， 無視題目要求 ，

偏離題旨 。

9 9 本題要求考生就 「 何啓的思想和事功析論知識分子的改革理念
每與他們身處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 」

。 考生多能道出何啓的思
想與事功 ， 亦有寫出當時的時代背景 ， 惟往往未能結合二者 ，

更遑論析論其「改革理念與時代背景的關係 」
。 一 般而言 ， 此

題表現多屬中下水平 。

10 32 整體而言 ， 考生表現不俗 ， 大部分對均田制有 一 定的認識 。 (a)
問方面 ， 考生往往未能掌握 「 唐初 」 這概念 ， 答卷充塞如 「 安
史亂後地方殘破 ， （華北）土地荒涼 ， 人煙稀少」等內容 。 至於(b)
問，不少考生立場搖擺不定 ， 時而肯定題目所言的觀點 ， 時而
述說尙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 ， 主次難分；又肯定題目所言均田
制崩潰是由於耕地面積追不上人口增加此說者多未能提出準確
數據予以論證 ， 只泛泛而論 ， 以土地兼倂 、 寺田增加 ｀ 藩鎮割
據等間接印證 ， 而未能緊扣題旨 。

11 5 大率而言 ， 考生此題表現多未如理想 。 一 般考生對明代衞所整
體內容認識不深 ， 亦甚少考生能將該制度與明代國防現象貫通
以作分析；不少答卷顯示 ， 考生未能掌握 「 先天缺失 」 的含義 ，

往往以衞所制後期崩潰的史實回應 ， 或以徵兵制與明代衞所制
對立而作褒眨 ， 又或詳答唐代府兵制的內容 ， 並將之與衞所制
作比較 ， 偏離題義 。

12 13 整體來說 ， 考生表現頗佳 。 (a)問考生表現頗佳 ， 只文中多有錯
別字如 「 謄錄 」 的 「 謄 」 字 ， 亦有將史事混淆 ， 如誤把唐代生
徒及明清時期的童試等資料穿插於答卷內 ， 部分考生誤解本問
須先確定立場 ， 然後始作分析 。 至於(b)問 ， 考生多對明代學校
與科舉的關係了解不深 ， 鮮有論及貢生 、 監生 、 廩生與寒門仕
進的關係 ， 亦往往未能寫出童 、 鄉 、 會 、 殿四試的意義與區別，
以及末有指出明代進一步放寬商人子弟投考科舉 。

13 8 表現參差 。 選答此題者 ， 大多對魏晉南北朝道教內部改造的史
實有一定的認識 ， 答案尤佳者 ， 能指出東漢以來 ， 道教於社會
低下階層流播 ， 及至魏晉南北朝 ， 因著內部改革方可流行於上
層社會 ， 對比清晰，脈絡分明 。 不少考生於(a)問 一 方面未能精
確指出其主要貢獻何在，另 一 方面亦未能明確指出該等貢獻與
道教在魏晉南北朝之發展冇何關係 ， 史論分割 ， 析論有欠周全 。

至若(b)問 ， 大多考生對題目認識不深 ， 鮮能從夷夏之分歧 ， 極
論魏晉南北朝佛、道二教於義理與政治上之紛爭 ， 而只能以 －

般坊間參考資料 ， 從宗教 、 文化｀民族 、 政治 、 經濟等角度，
概略分析二教相爭之山來 ， 成績強差人意 。

14 5 此題兩問 ， 整體表現稍遜 。 考生(a)問顯示對唐代佛教發展認識
不足 ， 對君主奉佛所知尤爲粗疏 ， 不少更將論題轉化爲君主因
何提倡佛教 ， 搪塞佛教教義及其對政治 、 社會的正面作用 ， 以
爲君主提倡者，又或是旁及君主以外的其他因素 ， 偏離題旨 。

至於(b)問 ， 考生對禪宗南派學說及修行方法的認識嚴重不足 ，

有硬以道教取代中國文化 ， 蔓及佛道融和 ， 立論片面 ， 又或指
陳佛教義理的特色爲其與中國文化的融和 ， 偷換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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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5 整體而言 ， 選答此題者表現良佳。 大多考生對利瑪竇 來華佈道

之史實均有深入的認識 ， 亦能就題旨 以不同角度立論 ， 深入分

析利氏之傳教手法及其有利於晚明天主教流播之作用 ，表達明

晰而流暢。 部分表現稍遜的考生 ， 或對利氏傳教手法認識略欠

深入；或未能針對題目標示之傳教對象 －－ 君主與士大夫而

論，只能以 「 中國人 」
、 「 華人 」

、 「 百姓」或 「 民眾 」 等浮

泛名詞瓜代 ， 未能確切針對題旨而答：部分更偏離 「 傳教手法」，

只 泛論利氏以至耶穌會士之傳教經過與貢獻。 部份表現低下的

答卷多混淆了利瑪竇與馬禮遜之史實 ， 張冠李戴 ， 或對利氏之

傳教史實不甚了了 ， 只能以泛論搪塞 ， 偏離史論結合之旨。

16 17 (a)問而言 ，大部分考生對漢代或宋代的貞節觀念都有 一 般認

識 ， 惟只能粗略援引史實來說明漢代或宋代的貞節觀念由廣泛

趨向嚴格。 表現較佳者能正反立論 ， 指出儒家或理學如何影響

漢代或宋代的貞節觀念。至若(b)問 ， 表現較理想的考生對明清

兩代對婦女的歧視有透徹的理解 ，對資料 一有深入的認識 ， 指

出宋明清男尊女卑之情況 ， 以及旌表制度對婦女的約束。 而大

部分考生都能對明清兩代對婦女的歧視有所認識。整體表現尙

可。

17 11 選答此題的考生中 ， 小部分考生表現出色 ， 既能扣緊題旨分析

題目要求 ， 也能以充足例子引證 ， 其他表現只屬 一 般。 此題目

分爲兩個部分 ， (a)問要求援引史實，分析近代中國女性在辛亥

革命的貢獻。然部分考生只是搬字過紙 ， 抄襲資料提及的史實 ，

並沒有加以分析 ， 缺乏實例引證；考生多只 以秋瑾爲例 ， 或只

圍繞 「 辛亥」 ，而未提 及之前革命運動女性的貢獻。(b)問要求

析論民初婦女參政的困難 ， 考生多 不瞭解當時情況 ， 只能泛泛

而談 ， 未能運用相關史事作說明。

18 2 考生 選答此題多能選取其中兩項重點予以說明自維新運動至五

四運動期間婦女教育發展的情況 ， 惟大率而言 ， 表現平平 ，多

只能就婦女教育發展概括而浮泛地加以分析。 成績較佳者每能

引用史實指出維新時期女子學堂的出現 、 留學海外的情況及學

校課程內容的改變 ， 例如清廷頒布（女子小學堂章程） 、 學習

內容 以（女孝經） 、 （女四書）爲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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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整體評論

(1)此份試卷悉按照課程及評估指引命題， 就考生答卷反映，題目設計多元化，深淺適
中而恰當。

(2)一 般來說 ， 表現理想的考生在個別題目能緊扣題旨回應所設問的內容 ， 答案完備 ，

他們能有效運用正確及相關的資料，援例以證某些觀點或史論，表達清晰而具說服
力 ， 議論精闢 ， 言之有物 ， 顯示其具批判及分析能力；惟表現不逮的考生則顯示對
題旨理解不足 ， 答卷內容夾雜重大錯誤 ， 甚或誤解或偏離題旨 ， 又時見未有針對題
目之要求回應 ， 徒默寫記憶中之文旬回應 ， 因而未能緊貼題義 ， 此外 ， 在掌握史事
方面 ， 表現未如理想的考生對基本史事的掌握不足 ， 時序脈絡混亂，人物張冠李戴 ，

史事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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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建議

(I)準備方面：

O 考生須加強基礎訓練 ， 對歷史發展有基本認識和理解，亦須懂得如何蒐集 、

辨識及 運用史料 ， 深入理解史實及歷史發展脈絡；
考生須加強對分析 丶 議論、組織、表達等能力之訓練 ， 並建立清晰而正確
的歷史觀點及概念；

考生宜多讀歷史文獻 ， 以理解史家如何撰寫及評析歷史 ， 並增強一己的論
析能力。

® 考生平時宜多作論文寫作練習 ， 方能知所述論 ， 夾敘夾議 ， 編排恰當 ， 又
懂如何及在何處輔以史實資料以支持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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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試方面：

(i) 審題方面：考生宜細心謹慎閲讀並理解題義及所附資料 ， 針對題目所揭示
之方向 ， 靈活運用有關知識，並援引史實，就各論點平衡地作回應；特別
是試卷二 ， 考生須就諫題的意念回應題目所問，例如單元三，考生作答時
須以有關知識分子的時代背景爲核心。
作答方面：考生宜留意題目所設問 ， 例如 「 根據 」 資料 ， 還是 「 參考 」 資
料等 ， 經仔細思考 ， 組織論點 ， 並輔以相關史實 ， 理清脈絡 ， 尤須注意該

題是否須作正反立論 ， 或宜作多角度探究 ， 然後擬定答題綱領 ， 始有條理
地 、 有重點地層層遞進地下筆回應 ， 惟須留意每題預設的作答時間 ， 以免
過分耗費時間於某一題目 。
表達方面：考生作答時布局謀篇，尤宜謹慎 ， 免乖離題義；表逹宜清晰及
有組織 ， 文字宜簡潔易明；字體務必清楚易讀，亦須留意錯別字，以免閱
卷時未明所以 ，影響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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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

2012年香港中學文憑中國歷史科考試 ， 校本評核佔全科總分20%, 公開考試佔80%。
本科的校本評核要求教師設計 －個 「 學習及評核計畫 」

， 包括最少三個學習階段 ， 各設
評核項目 ， 內含顯示學習進程及考査學習成果的習作。教師須透過校本評核系統
(SBAS) , 為每名修讀學生輸入中五及中六評核項目分數一個 ， 並同時遞交各班／各組的

「 學習及評核計畫 」 及六名學生的課業樣本（在中五及中六學年分數比重最大的文字課
業各 一 份）。

本年度共464間學校參與中國歷史科的校本評核。爲消弭不同學校教師給分鬆緊
尺度 的差異 ， 考評局運用統計學及專家評估的方法，以學校爲分數調整的單位 ， 參照
學生的公開考試成績 ， 調整校本評核平均成績及其分布。調整過程中 ， 學生的校本評
核分數或有所改變 ， 惟學校所評定的學生次第則維持不變。從數據顯示 ， 今年校本評
核的平均分 ， 合乎預期範圍的學校佔57.1%• 低於預期範圍的學校佔 23.9%, 高於預
期範圍的學校佔18.9%。雖然部分學校平均分低於或高於預期範圍 ， 當中大部分學校
與預期範圍差距不大 ， 顯見大部分教師充分掌握如何施行校本評核 ， 故評分尺度 大致
合適。

爲讓校本評核能更順利推行 ， 考評局設立了校本評核統籌員制度 。全港分爲22
區 ， 每區有18至2 6 所學校。每匯由考評局委任一位資深的中國歷史科教師擔任分區
統籌員 ， 通過分區會議 、 電話 、 電郵及訪校等方式與教師緊密聯繫 ， 爲區內學校提供
有關校本評核的支援 ， 解答教師有關校本評核的疑問 ， 並向考評局轉達個別學校處理
校本評核的困難。統籌員制度 成立以來 ， 分區統籌員更協助設計了9個 「 學習及評核
計畫 」

， 包括設計理念 、 學習及評核設計、評核準則 、 評核方法及工作紙等 ， 已上載
局方網頁供教師參考；並透過分組會議 ， 配合學科設計的評估量表 ， 提供學生課業示
例 ， 協助不同學校的老師統一評分尺度。此外，分區統籌員亦負責審閱各校設計的 「 學
習及評核計畫 」 及學生課業樣本 ， 確保各校校本評核的實施能符合考評局的要求。

從各校遞交的「學習及評核計畫 」 可見 ， 大部分教師能安排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

例如課堂討論及匯報、角色扮演 、 專題硏習、評論題寫作 、 服務學習、考察活動 、閲
讀報告 、 辯論等 ， 以鞏固學生的學科知識 、 訓練研習能力及提升學習歷史的興趣。在
課業評改方面 ， 教師多能運用評估量表 ， 清晰列出評估要求 ， 多角度 評估學生的學習
過程及成果；除顯示各評核重點的得分外，更能透過具體的評語讓學生知所改進 ， 令
評估能促進學生學習。

從而建構對問題的看法 。 文字報告條理清晰 ， 能作出獨立的反思 ， 深化所學所得，表
現令人滿意。

此外 ， 爲確保校本評核的公平 ， 考評局已要求學生簽署聲明 ， 以確認提交的課業
須由學生本人完成 。 學生須在作業中註明所引用資料的來源並加以鳴謝。學生可參閱

《香港 中 學 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簡介》小冊子中關於 註明資料出處的示例
(http://www. hkeaa. edu. hk/tc/sba/)。凡把他人已完成的習作 ， 無論是部分或全部 ， 當作
自己的作品向教師遞交 ， 或從flf本、報章、雜誌、光碟 、 互聯網或其他來源直接抄錄

部分或全部資料 ， 而又沒有註明出處，均會被視爲抄襲 ， 並會按個案的嚴重性 ， 有關
課業被扣分 、 給予零分 ， 甚至整個校本評核部分給予零分。

中國歷史科的校本評核實施多年 ， 在課程規劃、評分尺度 、 成果保存、登記分數
等方面 ， 教師已累積經驗 ， 運作流暢。未來的發展 ， 除在2014年實施精簡安排 ， 評核
項目由3個減至2個外 ， 也會繼續邀請不同學校的教師分享校本經驗 ， 提供更多設計
具心思的 「 學習及評核計畫 」 及優秀課業供學校參考。期盼在局方的支援 、 學校的支
持及學生的積極參與下 ， 校本評核得以繼續順利推展 ， 促進中國歷史學與教的發展。

從學生的課業可見，大部分學生都認真完成課業。除善用互聯網搜尋資料外 ， 學
生也能善用圖書館的文字 、 數據 、 影音資源 ， 並透過實地考察 、 訪問等多渠道搜集資
料。更重要的是 ， 學生能緊扣題目要求 ， 選取有用的資料 ， 進行分析 、綜合、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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