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表現

公開考試

本科考試共分兩卷，

7題各選答一題，

個單元中各選答一

－第一題必答， 佔50分；其餘第2題至第4題，以及第5題

佔25分 。 卷二共6個單元，各設3題 ， 考生須於其所學的2

，各題均佔25分。

（甲）兩卷各題表現

試卷一

(-)第1題

題號丨 一般表現

(a)(i) 

(a)(ii) 

(b)(i) 

(b)(ii) 

現理想。大部分考生能準確理解資料－，從王氏家族與漢室兩個角度，找

出有助王莽得以建立新朝的天時因素。此外，考生也能掌握援引資料説明的

技巧，準確選取資料二的關鍵句子，部分考生更能從資料二的史事歸納

年幼繼位 、 短祚、無子嗣繼位等特色，從而闡述這天時因素如何有助王莽建

立新朝。惟部分考生沒有根據資料 － 及資料二作答，只背誦課本所學的原因

及史事， 未符題目要求 。

表現一般 。 部分

、觀點等不同

凱 ，

94 

面評價，並能夠從用

解資料一「權勢

上帝位，於是得出

能概括表達

也

法。

世

的

中找

面，

，洪、趙二人批

二的借款與日本簽

更多試卷歡迎瀏覽 http://dsepp.com



題號 一般表現

(c)(i) 表現尚可。此題考核考生運用數據説明觀點的能力，因此考生必須清晰表明

立場（資料 － 和資料四的數據能／否印證資料五的觀點），然後引用資料中的數

據加以解説。惟有部分考生審題不周，沒有注意考問的是資料 － 和資料四的

「數據 」 ， 而援引其他史事作答；也有考生援引數據後立即跳至結論， 完全

沒有解釋；更有考生以「不足以－ 的方法作答， 均未符題目要求 。

(c)(ii) 表現參差，整體未如理想。此題要求考生運用資料五的觀點及援引史實，從

「應天順人 」 分析王莽成功建立新朝的原因，從 「 違反政治潮流」分析洪憲

帝制失敗的關鍵 。 表現優異的考生答案均衡及充實有度，能夠從思想（五德

終始説）及社會（土地兼併劇烈）兩個角度，討論王莽如何針對時勢（應天）施政

（順人），袁世凱部分則能夠從製造輿論及反對者眾兩個角度，討論袁世凱如

何偽造民意，帝制實違反政治潮流。表現未如理想的考生，多篇幅安排失衡，

史事貧乏，重複引用資料－漢祚中衰、王氏長壽的史事，但未能補充史事闡

述王莽如何施政以回應這些有利的時勢，而袁世凱部分也未能選取與民意相

關的史事，史論結合未如理想。

（二）第2 - 7題

題號
選題

一般表現
百分率

2 40 (a)問填圖 ， 雖然極少考生能答對西南夷 ， 但整體表現尚算理

想 。(b)問 ， 考生對秦始皇以法家思想治國的原因有一 定的認

識，表現尚佳。 然而， 仍有考生只抄錄資料原文而無具體史實

佐證， 內容空疏；亦有考生不按資料指引 ， 自行默寫平日的筆

記 ，未盡符題旨；更有考生以始皇在位的法家治國措施反證其

以法家思想治國原因 ， 倒果為因 ， 偏離題旨 。(c)問資料三的觀

點（秦皇帝禁止文書 、 酷烈刑法， 以暴虐作為治理天下的基礎；

結果被滅世絕祀，這是過分使用武力的災禍）是否足以解釋秦政

權迅速被推翻的原因 ， 選答此題之考生大多能援引始皇的猛

政 ，從多角度析論，緊扣題旨；更有考生援引史料原文或史家

評論 ，析論深人 ，説服力強 ，表現良佳 。 表現較遜的考生 ， 或

立場含糊 ， 或未能從多角度析論 ，甚或不理會題旨 ， 只列舉秦

亡原因以對，未盡切題。

題號
選題

一 般表現
百分率

3 22 (a)問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考生表現參差 。

表現優異的考生，除熟稔史實， 更能援引漢化措施內容， 緊扣

題旨，分析孝文帝推行漢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論據具説服力。

其次，考生只是泛論孝文帝漢化對鮮卑與漢族發展和文化融和

的正面及負面影響，又或羅列孝文帝推行漢化的原因 ， 而非針

對題問所示的「負面影響 」 著墨，未符題旨。表現較遜的考生 ，

對孝文帝推行漢化的認識模糊 ， 只能就資料內容胡拉瞎扯 ， 推

測論斷 ，如將均田制視為令胡人文化消失無存的根源，析論欠

精準。(b)問，考生亦表現參差。表現上佳者能緊扣題旨，援引

相關史實 ，就資料提示方向 ， 闡述清初君主對漢族士人施行的

高壓和懷柔措施，言之有物，論之有據，條理分明，內容豐贍 。

然而 ，頗多考生表現欠佳， 未有清晰審題和解讀資料 ，疏忽掌

握資料重點的同時，又漢視題目只是要求闡述針對漢族士人的

措施，羅列清初實施的所有高壓和懷柔措施 ， 徒費筆墨 ， 誠屬

可惜。

4 38 (a)問唐代安史之亂是否由於玄宗長期信用少數民族將領的必

然後果，考生表現中規中矩 。 表現上佳的考生 ，能緊扣題旨 ，

準確地援引史實，條理分明；惟部分考生忽視「長期信用少數

民族將領 」
一點 ，多從安史亂局的背景泛論 ， 乖離題旨 。(b)問

表現平平 ， 部分考生能據資料二提供的角度解釋安史之亂對唐

代政局帶來的影響，析論有度；然而 ，亦有考生對「外患則吐

蕃」的認識不多， 或泛泛而論 ， 表現欠佳；或混淆吐蕃 、 回紇

的史實， 張冠李戴 。(c)問表現未如理想， 部分考生對唐代安史

亂後的政局有一 定的認識，能緊扣題旨 ，從多角度深人析論 ，

條理分明 。 可惜，仍有考生漠視題旨 ，將安史之亂對唐代政局

帶來的影響，詳細析述，徒費筆墨，亦未盡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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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選題

百分率

s 73 

6 10 

一般表現 題號

(a)問未如理想， 考生對洋務運動的推行背景雖有認識，然多未 7 

能從「英法聯軍之役」與「常勝軍」的角度分析洋務運動產生

的背景， 僅從推行洋務運動的其他背景著墨 ，未有扣緊題旨作

答 ，誠屬可惜。 部分考生對「常勝軍 」 認識不深， 或以為常勝

軍是協助英 、 法兩國打敗清廷的洋人軍隊；或以為常勝軍是洋

務運動的其中一項軍事改革 ， 或以為是入侵中幗的列強軍隊 ，

更有考生認為常勝軍是打敗強調刀槍不人的義和團 ， 混淆史

事 。(b)問表現中規中矩 ， 大多考生能援引史實 ，有條不紊地闡

釋洋務運動的軍事和文教改革內容與成效，分析透徹 ， 內容豐

贍 ，答案均衡 。 表現稍遜的考生 ， 在析論洋務運動中軍事及文

教改革的成效時， 未能正反兩面評價， 多著眼於正面的成效 ，

美中不足 。 表現較弱的答卷， 或內容失衡 ， 或偏離題旨，或史

事混淆，如混淆洋務運動與百日維新的改革 ， 更有認為洋務運

動的起因是受日本明治維新的啟發等。

選答此題的考生不多，表現亦頗為參差 。 考生對1946-1949年

間國共內戰中 ， 國民黨失敗及共產黨最後勝利的原因頗有認

識，唯頗多考生未能清楚審題，誠是可惜。本題以蔣介石於1949 試卷二

年發表之《告全國同胞書》擬題 ， 指出國民黨失敗乃因 「 政治

的缺點」 、 「 經濟的恐慌」及「內部組織的鬆懈」 ， 考生應針
題號

對此三方面作答 。 表現良佳者，能就此三方面加以回應 ， 舉述 I 

相關史實， 且有部分能以共產黨相同之三方面舉措作為對比 ，

條理分明 ，組織嚴謹 ，立論充實有度 。 表現其次者，亦能就此

三方面加以回應，唯對有關史實所知不多，以致所言頗為空泛；

亦有部分考生對「政治的缺點」及「內部組織的鬆懈」兩項所

指未能掌握， 以致將兩者混淆。 表現較差者，部分考生無視題

目的要求， 只顧默寫所背誦國民黨失敗及共產黨勝利的原因；

亦有部分考生未能審視題目資料所針對者， 乃國共內戰期間之 2 

狀況，反而長篇大論孫中山聯俄容共之失策、寧漢分裂之情況，

以致西安事變等，徒然浪費筆墨 。

97 

選題

百分率
一般表現

17 (a)題表現理想，大部份考生能掌握 、 準確地援引相關數據與史

實，就 「 農村經濟改革」及 「 對外貿易 」 兩方面闡析中國推行

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效，析論透徹 ，條理分明 。 其次，考

生亦能據資料回應在聯產承包責任制下提升人民積極性， 進而

寫出詳細數據，能明確指出收人及糧產量的驚人升幅 ， 唯未能

進 一 步解釋數據背後的意義，較為可惜。 再次 ，表現較遜的考

生，不理會題目的要求 ， 泛論改革開放是因為毛澤東三面紅旗

運動的失敗而退居二線乃發動文革 ，才有鄧小平復出及開放改

革的出現，與題旨無關，徒費筆墨與時間 。(b)表現參差，表現

優異的考生 ，能就政策 、 地域丶 東西及職業等差異導致貧富懸

殊的事實 ，再舉述官商勾結 、 「官倒 」 的貪污現象等史實 ，析

論深人而透徹，答案均衡 。 表現稍遜的考生 ， 雖亦能簡單交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貧富懸殊和貪污腐敗問題 ，惟多屬泛泛之

論，內容或失均衡 ， 或流於空疏 。

選題

百分率
一般表現

1 選答此題的考生不多，表現欠佳 。 整體而言 ， 只有極少數考卷

能扣題及有較準確史實回應題旨；超過半數考生只抄題目提供

的資料 ，或作泛泛之論，內容空洞；或理念不清， 憑空杜撰，

乖離題旨 。 至於稍有內容的考卷，亦謬誤百出 ， 如答民初西方

文化的傳人 ， 乃由於利瑪竇來華， 成立英華書院；又如「學民

思潮的興起徹底沖擊了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的近代中國社

會」 、 「 西方傳入的三民主義 」 等。

I 選答此題的考生極少，亦乏佳作 。 考生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人

物與國粹派學者的認識不多，故對題旨涉及的兩派人物對國故

價值 、 整理國故的方法 、 整理國故的目的之比較 ，難有深度的

分析。 幸而 一 般考生尚能理解題目資料中的犖犖大者， 勉強扣

題作答；但論證細密者殊少 ，能額外援引史實佐證，更是鳳毛

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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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選題

百分率
一般表現 題號

選題
百分率

一般表現

3
 

1

4 7

選答此題的考生不多，亦乏均衡的佳作。(a)問 ， 一般考生對張

君勱 、唐君毅 、牟宗三、徐復觀等新儒家學者欠深度認識 ，亦

未能緊扣《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內容作答；多泛

論諸先生讚揚儒家文化的親情孝道有益世道，於是他們成立新

亞書院等旁枝資料 。亦有泛論儒家思想中的性善論 、仁義觀；

更有批評儒家愚忠愚孝 ，不合時宜 。 要之 ， 因欠認識而隨意發

揮者眾，表現遠離水準。(b)問表現欠佳，考生對 「 文化大革命」

時期「破四舊」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帶來的影響有所認識，但

對「衝擊」和「破壞」卻未能作細密的剖析 。 一 般都能提到文

革對文物古蹟的「破壞 」
， 但較深層次的對倫理觀念、學術思

想、 傳統價值觀等的「衝擊」 ，就較少論及 。 亦有不少考生 ，

連「四舊」的名目也無法舉列， 而以反右 、反資、反封建等充

數 。此外 ，亦有誤解題旨者，以文革背景與經過等搪塞，表現

離水準。

(a)問表現良佳，考生一般都能扣題作答。 表現上佳的考生 ，能

就資料所指 ，指出長安規模及漕運便利，以回應關中物資富饒

遠不如江南的事實；也能運用地圖並援引史實 ，指出長安位處

關中 ，關中山嶺、關隘在軍事上發揮重要的作用；更能指出長

安地處西北與各邊疆民族的關係，組織嚴密 ，條理分明，析論

有度 。 然而 ，亦有考生忽略資料的提示，誤認長安地大物博，

地肥沃，有利農耕， 可以自給自足，誠屬可惜。(b)問表現理

想 ， 考生多能就長安外來人士雲集及外來物質文明豐富兩方

面，闡釋唐代長安的文化面貌。然而，考生舉述長安充滿胡俗 ，

如胡服 、 胡舞、 胡樂、 胡食 、 消遣、藝術 、 語言等， 只能就不

同範疇作簡單説明，舉例零星，是美中不足。

5
 

6

3
 

(a)問表現尚算理想。考生對南宋的臨安有較深的認識，能就「南
宋臨安周邊的鎮市分布圖」闡釋南宋臨安的地理優勢，指出水
道縱橫及鎮市林立與貿易發展的關係 、 水源等天然資源充沛對
農業的重要 ，以及江河交錯有利軍事布防，析論恰當。 其次，
考生多著墨於軍事優勢，其他則陳述表面， 更鮮有援例説明，
內容頗欠均衡 。 表現稍遜的 ，誤以為臨安位處海邊，強調海上
貿易、 海上絲綢之路的優勢，是其不足的地方。(b)問表現中規
中矩。 大部分考生按題目的安排，就三則資料，分別析論南宋
臨安經濟繁盛的原因：水道縱橫及鎮市林立與貿易發展的關
係、 南遷人口和行業多元有利商貿發展 、 商業蓬勃現象 ，回應
或配合資料 一 鎮市林立的情況析論 ，條理分明 ，立論充
於資料運用方面 ， 考生對地圖的運用較文字資料更得心應
析論更為深入。

表現理想。 本題要求考生就「商品縹濟 」 和「文化交流」
兩方面，析論鴉片戰爭前廣州的貢獻 。 「 商品經濟」方面 ，
生或從廣州的地理優勢分析 ， 或從廣州商貿歷史、 一口通商政
策及出入口貨物種類析論，均歸結於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一口通商使廣州成為唯 － 延纘對歐美各國貿易的口岸丶1759年
的《防範外夷規條》軀使外國商人及舶來貨品雲集廣州，組織
有序。 「 文化交流」方面，考生多從宗教、飲食、醫學、書刊、
翻譯 、教育、藝術丶思想等方面析論，條理分明。 然而 ， 仍有
不少考生在回顧廣州商貿歷史時，遠溯唐代或更早，徒費筆墨；
論述文化交流時 ，間錯舉唐代的外來文化 ，時空交錯，出現謬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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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選題

一般表現 題號
選題

百分率
一般表現

7 27 (a)問要求考生根據資料一（「孔子訪問列國諸侯示意圖 J )和

料二（四幅繪圖）， 闡釋孔子周遊列國的遭遇和如何堅持他的理

想 ，考生多未能根據資料－和資料二闡釋其答案， 胡亂作答 ，

表現欠佳 。 考生對孔子周遊列國的遭遇認識不深，難以按圖逐

－回應孔子如何堅持理想 ， 故不少考生抄錄資料二繪圖的標

題，然多不大明白背後的

8 20 

,Ii 
""' 

ii 
I 9 7 ,,, 

，語多臆測之詞，錯謬極多。

(b)問，考生對孔子在教育上的貢獻略有認識，表現不錯。然而，

題目要求考生根據資料三的提示，並援引史實，析論孔子在整

理編纂「六經」及孔門弟子在德行、政冶、教化各方面之貢獻，

考生在析論孔子整理典籍和修《春秋》的貢獻時 ，條理分明 ，

論有所據 ， 至於孔門弟子的建樹，鮮有充實的析論 。

(a)問 ， 大部分考生都能掌握題旨，表達自己是否同意資料－的

觀點 ， 然後根據司馬遷修撰《史記》時選取之人物，是否 「 以

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加以鋪陳答案 。 大部分考生能舉出四至五

個例子敍論，表現中規中矩 。(b)問，考生表現欠佳。 大部分考

生未能掌握資料二和資料三引文之內容 ， 胡亂以自己所知的漢

武帝新經濟政策內容演繹，內容貧弱 ，甚或傭離題旨 。

本題要求考生就梁啟超在講學 、 辦報和其他學術活動方面，析

論其成就 。 大部分考生都能均衡作答，分析梁氏在講學、 辦報

和其他學術活動三方面的成就，表現不錯 。 表現稍遜的考午 ，

要在作答內容欠豐贍，或作答內容失衡， 或避重就輕 ， 或不

理題旨， 尤有甚者，未能析論梁氏之成就 。

10 21 (a)問 ， 表現良佳 。 考生除對題目資料有深入的理解外 ， 也能援

引翔實史事扣題論證 。 如北魏孝文帝時鮮卑 、 漢族間的民族矛

盾 、 孝文帝漢化與均田制的關係 、 北魏時的牛疫 、 民變與生產

凋敝等情況 ， 令人稱賞 。 亦有考生援引豐富 ， 但置題目資料不

顧 ， 未能緊扣題旨作答 ，殊為可惜 。 更有少數考生 ，援引的史

例， 張冠李戴， 如謂孝文帝時有蓋吳之亂 、 北魏之前經歷五代

十國等， 錯謬百出 。(b)問 ， 考生表現不如理想。 首先是解題方

面，題問北魏與唐代「授田情況不同與當時政治、社會的關係」，

是問制度推行時施政者的考量 ， 而非制度推行後的結果 。 但部

分誤解題目的考生卻大談北魏行均田後漢胡融和了 ，唐代則僧

尼商人坐大 、 兼併日益嚴重云云 ， 偏離題旨甚遠 。 另外 ， 本題

題幹提出兩代「皆實施」 、 「 授田情況不同」等，是引導考生

分析兩代推行均田制時政治 、 社會環境不同對授田策略之影

響 。 考生宜綜合分析 ， 道出其異同；但不少考生卻將兩代措施

無關連地分述 ，各有各説 ，未能剖析資料用意及題旨所在 。

再次是偏答問題，授田不同牽涉四類人物： － 是擁有奴婢及耕

牛的豪宗大族；二是僧尼道冠；三是工商業者；四是婦人 。 大

部分考生對第－類人物的分析較具識見 ，但對其餘三類人物的

授田分析就流於表面，多僅能説出宗教、商業興不興旺等皮相，

對施政者有「授田以限田」的較深層用意，鮮能道出 。 至於對

婦人授田的分析 ， 大多泛泛而談男尊女卑觀念的不同 ， 能從兩

代稅制著墨者百中無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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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率

一 般表現 題號
選題

百分率
一般表現

11 14 

12 18 

(a) 問表現平平，大多考生雖對唐代均田制與府兵制具 一 定的詔

識 ，但普遍未能均田、府兵兩制平衡兼顧 ， 且多欠細密和有層

次的析論 。 題問「均田制敗壞」如何導致 「 府兵制的破壞」 ，

考生應就兩制析論。但不少考生在點出「授田不足」／ 「 兼併成

風」丨「戶籍不清」後，即跳至府兵制破壞；對上述三項均田制

敗壞成因隻字不提，或輕輕帶過，使論述欠缺根基。其次 ，大

部分考生未能有系統 、 有層次地進行析論 ， 如 「 授田不足」 一

項，不少考生就頗簡單和較抽象的推論田數不足，就士氣不好，

於是無心擔任府兵， 沒想到就府兵制內容去分析府兵須自備七

事的沉重負擔。 又如「兼併成風」 一 項，多數考生亦只簡單説

出農民田畝被兼併，生活困頓，無心當兵為國效力 ，而忽略了

兼併後產生隱戶 ，隱戶愈多，具徵兵性質的府兵制就會兵源枯

竭。 總之，考生多憑簡單推理作答，未能運用制度史的材料 ，

有根有據有層次的逐步推論，表現平平而已 。 (b)問表現中規中

矩， 一 般考生答「節省軍費 」 較佳， 答「開墾荒地 」 則較弱 。

在「節省軍費 」 的表現，上佳者能詳述明代衞所制中與經濟有

關的元素 ，如軍屯比例、屯田子粒 、 餘丁制度 、 屯田旗軍及相

關史傳引文，令人欣賞 。 表現較弱者則任何史實欠奉，甚至稱

衞所為募兵制， 士兵需自備糧草，不足則在民間徵集 ，所以節

省軍費云云，錯漏百出 。在「開墾荒地」的表現 ， 上佳者在頃

數／畝數及地區均有翔實説明 ， 並有引文佐證， 惟此類考生不

多 。 大多泛泛而談，亦有考生隨意杜撰， 如謂衞所兵為百姓墾

田 ，有助均田云云，無中生有。

表現中規中矩 。 大多數考生能掌握中晚唐 、 北宋與明代官員出

身的變化，惟不少考生對各時期的變化各自論述 ，未明題旨要

求三朝貫通分析。 在析論官員出身變化成因部分， 一 般考生都

達中等水平。其上佳者，論證細密 ，除評卷參考所具備的史實

史見外，於北宋能補充解額制 、 取錄名額增多等， 如何對寒門

仕進之有利；於明代能附加南 、 北 、 中三色卷對偏僻地區寒門

帶來之好處 。 凡此種種 ， 均令人激賞 。 表現平平者，多單線析

論， 即論唐 、 宋 、 明三代人仕變化 ， 只從防弊措施是否嚴密落

墨；對教育是否普及 、 考生資格的變化 、 考試層階的發展及考

試方法的標準化等不同角度，均闕而不論 ，或有所偏廢。

13 

14 

7

3

(a)問道教的源起， 考生表現平平 。 大多考生能準確理解資料，

並能就資料所論述有關道教形成的條件 ，組織答案 。 其中 ， 考

生對鬼神崇拜及神仙思想較有認識， 鋪陳史實 ， 尚稱穩實；惟

對漢初黃老思潮及陰陽數術的了解則不多 ， 或空泛論述 ， 或疏

略不詳，或以不相關的史實（如以魏晉各高道的成就反證道教的

源起等），搪塞成篇，答案水平不高，反映考生對道教與漢代思

想之關係，有待加深認識 。 (b) 問以南北朝為年限，要求考生析

論道教與當時政治的關係， 考生表現未如理想。 考生對相關史

實的掌握欠佳， 部分考生明顯審題不清，將不少南北朝以前的

道教歷史摻雜於答案之中 。 例如， 闡述魏晉時期孫恩 、 盧循等

民變爆發與道教的關係， 又或極陳魏伯陽 、 葛洪對道教發展的

獻等，均非答案的重點。在南北朝道教發展與政治關係方面 ，

考生對北朝太武帝及寇謙之的事跡 ，有較佳認識 ， 惟較少能詳

及北周武帝因信任張賓 、 元嵩而滅佛，或北齊文宣帝在佛道論

難中禁止落敗的道教播教等史事。 而考生對南朝道教的認識亦

僅及皮毛，較為人熟知僅為陶弘景被稱「山中宰相」而已 ，其

他則認識不多，只能以各高道對道教發展之貢獻充數 。 整體而

言，答案重北輕南，且夾雜與年限無關之史事，表現未盡理想 。

選答者不多，考生表現平平。 (a)問，論魏晉南北朝佛教興盛原

因，上佳者能按照資料所示的分析角度，即魏晉玄學 、 佛經傳

譯及西行求法等項，極論魏晉佛教興盛背景 ， 層次明晰 ， 史論

結合允當 。 表現較弱者或未能依據資料作答， 或偏離所要求的

分析角度， 雜以其他小相關的因素 ，拉雜成篇 ， 雖史實可觀 ，

惟未符題旨；或內容乖謬，偏離史實 。 如以唐代玄奘赴天竺取

經之史事，硬套入魏晉之歷史情境，時序觀念，有待加強 。 (b)

問唐代佛教或元代伊斯蘭教入華後趨向中國化的問題 。 考生大

都對所選的宗教有較深入的認識，惟於組織答案方面 ， 則未如

理想，例如 不少考生會花大量篇幅析論其所選宗教中國化的原

因 ，而非就其入華後是否趨向中國化的現象作出分析，明顒偏

離題旨 。 在內容鋪陳方面 ，亦有未盡符題意之處， 例如考生以

唐代禪宗為例， 論證佛教趨向中國化，惟通篇極陳禪宗南派理

論 ， 而對禪宗中國化的表現則疏略不詳；更甚者竟混雜東漢 丶

魏晉佛教之史實，偏離題目要求。相對而言，選答伊斯蘭教者，

無論於史實運用 、 組織方法等，成績均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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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8 

16 13 

17 3

 

18 5
 

選答者眾，考生表現理想。不少考生對利瑪竇及馬禮遜二人的

傳教經歷多有認識，美中不足者，較多考生將馬禮遜的貢獻與

基督新教入華後的貢獻混為 一 談 ，致有馬禮遜創辦聖約翰大

學、 博濟醫院及《萬國公報》等之舛誤。 上佳者多能按以類相

從的原則，比較二氏播教的行跡 ，緊扣題旨 ，條理分明，論列

條暢；表現較弱者多是作法偏頗之作，無視題目要求以比較方

式，僅以分論方式回應，未符題旨；或將性質不同的兩類傳教

法，排而論之，比附不倫；更有考生單述 一 方手法，至論另

一方時，則謂此氏並無運用同－種傳教手法，形成氟效對比 。

總括而言， 考生在作答手法、布局謀篇等方面，仍待改進。

(a)問表現平平。表現較佳者能析論漢代儒家禮教和宋代理學家

強化德育訓誨如何束縛女性，如三綱五常 、 男尊女卑「男主外丶

女主內」等德育訓誨。表現稍遜者則未能均衡析論漢代儒家禮

教和宋代理學家強化德育訓誨如何束磗女性，史論結合不盡理

想。(b)問考生表現－般，大部分考生都能利用題示的資料及相

關史實，闡釋明代著重賢妻良母觀念，強調男女有別，反映女

性的地位低落。

考生表現一般。部分考生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婦女解放思潮有

正確的理解，並能均衡地分項析論該思潮如何促進女性爭取獨

立自主的地位。表現稍遜的考生則作答內容失衡及空洞無物，

甚或偏離題旨。

(a)問，考生表現尚可。大多考生能利用題目所提供的資料及引

用相關史實，從女性參與文教宣傳工作、參與後勤支援、親赴

前線抗日等多方面闡釋中國女性參與抗日的情況。 (b) 問，考生

表現欠理想。表現較佳者能利用資料及相關史實，析論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國初年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時期的女性地位；可惜部

分考生未有小心審題，誤以「民初政局 」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初年 」 ，答案偏離題旨。

（乙）整體評論

(1) 此份試卷悉按照《中國歷史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命題，題目設計多
元化，就考生答卷反映 ，程度深淺適中。

(2)表現較佳之處：

® 考生對題目所問有所了解，並能緊扣題目所附的資料及題義回應問題的答

卷，明顯較往年為多；

® 考生思辨能力亦較前進步，多能就題義發揮，亦能援引相關史實以為論據，

並作相應的論述。

(3) 有待改進之處：

® 考生仍見審題不清， 理解題旨不足、對基本史事膨識不深、未有針對題目

的要求回應、偏離題旨的答卷仍多；

© 答卷夾雜重大錯誤，如時序脈絡混亂 、 人物張冠李戴、史事混淆不清芊，

時有出現。如卷－第四題，有考生混淆「李林甫 」 為「李輔國 」
、 「 李鴻

章 」 ；卷－第五題， 有考生誤以 「 太平天國」為「義和團 」
、 「 咸豐 」 為

「光緒帝」 、 「 孫中山是留美幼童之 一 」 、 「 康有為與梁啟超也是留美的」

等。

® 考生錯別字頗多，如張勳復辟的「勳」字、 袁世凱的「凱」字、德先生與

賽先生的「德 」 和 「 賽」等。

® 部分考生字體潦草難辨，甚至有未明答卷內容而難以評核者。

（丙）建議

(1)準備方面：

® 須加強基礎訓練，對歷史發展有基本認識和理解；亦須學會如何蒐集、辨

識及運用史料，深入理解史實及歷史發展脈絡；

＠ 須加強思辨、析論、組織、表達等能力的訓練，並建立清晰而正確的歷史

觀點及概念；

® 宜多閱讀議論性的歷史文章，增強一己的論析能力；

® 平時宜多作論文寫作訓練，加強夾敍夾議、組織編排的練習，從而提高分

析 、比較 、組織史事的能力，並改進表達技巧。

(2) 應試方面：

® 審題方面：考生宜謹慎理解所選題目的題義及題目所附資料的觀點 ，細心
審題，靈活運用對論題的認識，針對題目所掲示的方向，援引史實，就各
論點均衡地回應；特別是試卷二， 考生須就課題的設計理念回應題問，例
如單元三，考生作答時須以有關知識分子的時代背景為思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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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答方面：考生宜留意題目的設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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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應否正反立論，抑或宜作多角度析論 ，擬定答題網領，然後有條理地 丶

層層遞進地下筆回應 。此外， 考生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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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此失彼 。

® 表達方面：考生作答時布局謀篇 ， 尤須謹慎， 免乖離題旨；表達宜清晰 ，

文字宜簡潔易明；字體須清楚可辨 ， 亦須留意錯別字 ， 以免閱卷時未明所

以，影響評分 。

107 

校本評核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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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繼續實施精簡安排 ， 學生須完成 「 學習及評核計畫」最少2個評核項目共4份課業 ，

教師須在中六階段透過校本評核系統(SBAS)輸人中五及中六分數各一個，並上載文件

（各班／各組的「學習及評核計畫 」 ）及課業樣本（六名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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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所學校參與中國歷史科的校本評核。為消弭不同學校教師給分鬆緊尺度的

異，考評局運用統計學及專家評估的方法，以學校為分數調整的單位，參照其學生在

公開考試的成績，調整每所學校校本評核的平均成績及具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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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度校

本評核的平均分，合乎預期範圍的學校佔58.0%, 低於預期範圍的學校佔20.4% , 高於

預期範圍的學校佔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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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大部分教師已掌握校本評核的評分尺度。在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成績公布後，考評局將向學校發送校本評核分數調整報告 ，供學校參考。

此外，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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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須在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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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Library/Media/Leaflets/SBA_pamphlet_ C _ web. pdf)。學生應

按既定要求，誠實及負責任地完成校本評核課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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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從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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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會被視為抄襲，若抄襲等違規行為

一經證實 ， 學生將會被嚴懲。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規則清楚説明，若考生違反考試規則 ，

他們可能被罰扣減分數 、降級或取消部分或全部科目的考試資格 。

為讓校本評核順利推行 ， 考評局早於2007年開始設立本科的校本評核统籌員制度。 本

年度全港分為 22 區 ， 每區有 13至25所學校 。 每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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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等方式與教師緊密聯繫。本年度繼

續進行訪校活動，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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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統籌員協助設

計了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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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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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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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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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校遞交的「學習及評核計畫 」 可見，大部分教師的設計不但符合要求，更能發揮本

科校本評核的精神，安排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例如分別有58及15所學校安排了本地及

境外考察，並配合活動安排了考察前的資料搜集及考察後的課堂匯報，也有小組討論 丶

角色扮演、辯論等課堂活動及服務學習等課外活動。此外，70所學校安排了閱讀報告 ，

讓學生除課本外多閱讀歷史書籍，以鞏固學生的學科知識及訓練硏習能力。在課業形式

方面，教師也安排了繪畫年線 、 整理組織圖、 寫給歷史人物的信函 、歷史人物自白 、撰

寫墓誌銘、分析及繪畫歷史漫 ，以提升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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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能透過具體評語讓學生知所改進 ， 令評估能促進學習 。

從學生的課業可見，大部分學生認真完成課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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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建構對問

題的看法。表現優異的學生，更能注意不同歷史資料的性質，評鑑所用資料的信度，展

示治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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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歷史科的校本評核實施多年，在課業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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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多邀請不同學校的教師分享校本經驗 ，

包括如何透過校本評核推動學教評的發展、在中史科應用移動學習及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的學生等。期盼在局方的支援、學校的支持及學生的積極參與下，校本評核的施行能繼

續促進中國歷 與教的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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