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表琨

公開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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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l題

題號 一般表現

(a)(i) 表現理想 。 大 部分考生能準確理解資料 － 及資料二所反映唐太宗的施政特

色 ， 並能夠從資料援引證據以支持看法 。 惟部分考生並沒有從資料 一 舉例 ，

反而援引其他史事作答 ， 實未 符題目要求；也有不少考生以頗長篇幅闡述答

案 ， 並未按分數要求妥善分配時間 。

(a)(ii) 表現參差 。 選答魏徵、李靖者表現較佳 ， 能援引具體史事說明兩人對貞觀 －

朝政治 、 軍事的貢獻；惜考生未能準確寫出 「 突厥 」
、 「 黜陟大使 」 等歷史

名詞 ，錯別字較多 。 至於選答房玄齡及長孫無忌者少 ， 答案也多空泛 。

(a)(iii) 表現不俗 。 考生多能指出當代人寫當代歷史的特色 ， 進而分析其優點和局

限 。 但部分考生誤解「資料 －的作者為唐代史家 」
一 句 ， 以為題目要求分析

唐代史館修史的優點及局限 ， 也有考生分析資料 － 所記史事的優點及局限 ，

實屬審題不周。

(b)(i) 表現不俗 。 部分考生多只複述兩則資料的內容 ， 未能準確提取要點 ， 縻扣 「 轉

變 」 作答 。 部分考生把資料三的焦點放在孫中山不認同洋務運動的改革重

點 ， 未能由此歸納孫中山仍「支持清廷從四方面改革圖強 」 的立場 ， 因此未

能突出後來主張 「 推翻清政府 」 的根本轉變 。

(b)(ii) 表現一般。頗多考生誤解 「 韃虜 」 為列強 、 外國 ， 因此把 「 恢復中國」 、 「 還

我山河 」 理解為取回割讓給列強的失地。由於錯誤理解誓詞內容 ， 導致未能

歸納兩個革命團體的共同主張。至於問題的第二部分 ， 部分考生只空泛回答
「 合作推翻滿清 」 ，沒有緊扣 「 如何合作 」 作答 。

(b)(iii) 表現未如理想 。 考生多只就資料四提供的線索分析 ， 指出孫中山曾創立革命

團體及提出革命主張 ， 但對孫中山的具體事蹟缺乏認識 ， 更甚者把 「 三民主

義 」 的 「 民權 」
、 「 民生 」 寫作 「 民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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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丨 一般表現

(c) I 表現參差 。

就觀點一 「 貞觀之治並非完美無瑕 」
， 表現優異的考生能多角度討論 ， 從太

宗拒納諫言、 三征高麗、 迷信方士 、 興建宮殿等援引史事 ， 指出貞觀之治的
施政缺漏。表現未如理想的考生多篇幅安排失衡，側重列舉與立場無關的貞
觀時期的成就 ， 又或詳細討論並不屬於貞觀時期的玄武門之變 ， 對太宗施政
的缺漏卻輕輕帶過。至於不同意 「 貞觀之治並非完美無瑕 」 的 ， 表現優異的
考生除列舉貞觀之治的盛況外 ， 也能夠同時反駁觀點一 ， 指出太宗施政雖有
失誤 ， 仍可視為完美無瑕 ， 做到能破能立 ， 多角度論述。表現未如理想的考
生 ， 則多偏重列舉貞觀時期的各項制度及措施 ， 而非施政結果 ， 所援引的證
據並不貼題 。

就觀點二 「 孫中山沒有認識到接納共產主義者偕來的負面影響 」
， 表現優異

的考生能援引史事分析第 一次國共合作對國民蠟帶來的負面影響 ， 包括共產

黨在國民黨內勢力坐大及導致國民黨內部分裂等 。 表現未如理想的考生 ， 多

未能掌握題旨 ， 只詳細解釋促使第 一次國共合作的原因 ， 又或援引八年抗戰

及國共內戰的史事討論 ， 但這些史事卻未能印證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即時影

響。至於不同意觀點二的 ， 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援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原因討

論 ， 答案充實有度，強調孫中山並不是沒有考慮合作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

只是時勢所迫 ， 別無他法。表現未如理想的考生 ， 多未能掌握題旨 ， 史事貧

乏，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原因 、 經過 、 影響缺乏認識 。

（二）第2 - 7題

題號
選題

百分率
一 般表現

2 41 (a)問，雖然部分考生對周初封國位置認識不深 ， 或不按題目要

求及指示作答，未 有小心審視題目的要求 ， 整體表現尚算理

想。(b)問 考生表現良佳，對西周施行第二次封建目的有 － 定的

認識，然仍有考生未有根據題目提供的資料分析 ， 誠屬可惜。

(c)問表現參差 ， 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準確地援引史實，析論周代

封建和宗法的崩壞 ， 導致春秋時期政治和社會的變動，析論有

度，緊扣題旨；其次則只泛論春秋時期政治、社會的變動 ， 而

未能指出制度的崩壞與政治、社會變動的關係；表現較弱者則

未能掌握題旨要求，或 泛論春秋政局，或舉述戰國列強爭雄 ，

舉證則多混淆戰國的史事、人物 ， 如商鞅 、蘇秦、 張儀 、 呂不

韋等 ， 不符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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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選題 一般表現

百分率

3 31 (a)問，考生能善用題目提供的資料 、 援引相關史實 、 緊扣題旨 丶

有條理地解釋東晉和南朝士族何以成為社會上的特殊階級

題號
選題

百分率
一般表現

5 46 (a)問考生的表現良佳 ， 然能準確寫出地圖中的列強勢力範圍

者 ， 為數不多；亦有不少考生抄錄試題提供的資料 ， 然後泛泛

而論 ， 只能引用史實作簡單說明 ， 內容多欠均衡；甚至有考生

者 ， 約佔三分之一 ， 顯示部分考生日常忽略對地圖的研習 。 (b)

問考生對「門戶開放政策」冇一定認識，第一分題的表現良佳 ，

不據資料提供的角度着墨 ， 而解說士族形成的原因 ， 甚或上溯 惜仍多流於表面，部分考生未能指出門戶開放政策的精神在

累世經學、累世公卿等 ， 已偏離資料範疇 ， 不符題旨；然考生 「承認列強在華 的勢力範 l別」或「利益均霑」 ， 致成績未如理

的整體表現 ， 尚屬理想 。 (b)問表現參差 。 表現上佳者能清晰立 想。第二分題要求考生闡釋馬閱條約如何導致列強劃定勢力範

論，援例恰當 ， 正反立論 ， 析論圓滿，緊扣題旨；然而 ， 部分 圍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考生表現不錯。表現優異的考生

考生引例僅屬東晉士族範疇，未能引證南朝史實以符題旨 ， 誠

屬可惜；其次 ，考生對南朝士族勢力衰落的原因認識粗疏 ， 未

能援引史實比較君主刻意裁抑士族和士族本身日益腐化兩 者

能先就馬關條約後 ， 俄國策動三國逼日還遼事件後與清簽訂中

俄密約 ， 取得 一 定利益 ， 遂使列強紛紛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再｝
而詳細交代美國欲向東方發展 ， 但列強劃定勢力範圍妨礙其在 r1

的輕重 ，僅屬泛泛之論；亦有考生只著重分析士族為何遭受君 中國謀取利益的機會 ， 美國遂提出門戶開放政策 。表現較弱的

王打擊、或君主打擊士族原因 ， 偏離題旨 。
考生 ， 多未明 「 三國干涉還遼 1 及「中俄密約」對列強劃分勢

4 28 (a)問表現不俗。惜部分考生未能分辨明代地方行政機構及職官

名稱；(b)問表現不錯。表現優異的考生能深人分析元 、 明兩代

如何通過行中書省和三司控制地方，內容均衡；其次則空泛推

力範園的影響，只以馬關條約後七1本取得在華利益而引起列強

劃定勢力範圍；至於美國提1:H門戶開放政策的原因則多能清楚

說明 。 (c)問考生的表現中規中外i。表現優越的考生能準確援引

論，忽視歷史背景；或將所學默寫一 遍 ， 漠視題旨 。 (c)問表現 史實，內容豐贍，有條不·紮地多角度析論八國聯軍爆發的原

理想 。 考生對明太祖、明成祖 厲行君主集權的措施有相當的認 因 ， 論證具說服力 。 表現較次的考生亦能援引若干相關史實去

識 ， 表現上佳者 ， 能從中樞決策機構和監察制度的建置 ， 分析 論證 ， 但立論欠多角度，內容單薄。表現較弱的考生則完全未

太祖和成祖如何厲行君主集權 ，論據完備 ， 析論深人；表現較 有扣緊八國聯軍的爆發，在析述清政府腐敗無能時，卻列舉鴉

弱者 ， 或內容欠缺均衡 ， 或將明太祖與明 成祖的史實混淆 ， 甚 片戰爭前的情況 ， 文不對超。

者答案夾雜宋太祖和清聖祖的集權措施 ， 張冠李戴 ， 謬誤百出 。
6 20 (a)問考生在第一分題的表現一般，大部分考生均能指出《松花

江上》描述的情況與 「九一八事件」有關 。 至於第二分題，考
生表現頗欠理想 ， 不少考生詳述日本侵華的歷程 ， 對 「七七事

變」着墨尤多 ， 虛耗不少作答時間，誠屬可惜，其次則僅覆述

資料內容 ， 欠史實佐證 ， 內容铱弱 。 (b)問考生表現理想 。 表現

優異者能從政治及軍事方面正反立論，能多角度析論 ， 條理分

明；其次則多從政治或軍事立論 ， 旁及其他因素 ， 未盡符題旨 。

表現較弱者則詳述「國民黨失敗 、 共產黨勝利」的原因 ， 既未

回應資料 ，亦無表明立場，未能扣題。
7 34 考生表現不錯。表現優異者 ， 對資料有透徹的理解 ，並能緊扣

題旨 ， 多角度析論資料－對「文化大革命」的說法 ， 立論精確 ，

內容豐瞻 ， 條理分明 ， 盡符題旨 。 其次則內容稍欠均衡 ，史論

結合不盡理想 ， 舉證較弱。表現較差者，舉證混亂，內容貧乏，

或抄鸌資料文字，濫竽充數；或忽視資料的說法 ， 只以 「 文化

大革命」的相關史事作答；或答非所問，混淆「大躍進」與 「 文

化大革命」的史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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