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表現

一般評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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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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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點；以及答題邏輯分明、內容連貫、思路清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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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卻使用了自己所知；另 一 方面，當題目要求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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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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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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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他們不
胡亂作答，也不應堆砌史料而不顧論點是否清淅。總體而言，考生需其改善語文能
力及表達技巧。

考生這題情況

題號 選題百分
卷 一

1 

必答
3 
4 

卷二
1 29% 

2 64% 
3 46% 
4 26% 
5 1% 
6 20% 
7 14% 

卷一（曆史資料題）

第1題 (a) 表現令人滿意。題目要求考生以資料A的 一 項相關線索解釋什麼使
得西方國家強大。考生應首先指出相關原因，繼而以該資料的 一 項
相關線索支持其答案。不少考生能夠按此作答。然而， 一 些考生未
能引錄一項相關線索，因而失分。

(b) 表現平平。題目要求考生參考資料A及B以比較康有為及鄒容兩人
對中國革命前景所持的看法。 「 比較 」 和「前景 」 是題目的兩個關
鍵詞。較遜的答卷就康、鄒二人進行分述，而沒有進行任何比較，
及I或雖討論康、鄒二人的看法，惟沒有聚焦於中國革命前景一事上。

(c) 表現平平。題目要求考生就「革命是暴力的，但可以是令中國強大
的有效手段」的說法作出評論。考生應運用直至1910年代的史實，
討論革命作為 一 個暴力的手法是否令中國強大的有效手段。表現最
佳的考生能夠以相關資料及個人所知均衡地討論這個貌似矛盾的
命題，稍遜的答卷則往往僅敘述有關革命的史實，忽略了關鍵詞「暴
力」 。 一 些考生默寫諸如晚清改革的史實，這些內容與革命無關，
因而未能得分。

第2題 (a) 表現良好。題目要求考生參考資料C指出漫畫家對和平前景所持的
法。大部分考生能指出漫畫家的看法，即和平前景並不樂觀。然

而，部分表現稍遜的考生將「看法」與「態度」混淆，因而失分。
部分考生誤以為漫畫中的天使是德國，導致推論失當，影響得分。

(b) 表現良好。題目要求考生從資料D推論克里孟梭在巴黎和會所持的
一項原則。大部分考生均能使用資料 D的相關線索推論出 一 項原
則。然而，部分考生僅從資料抄寫或引錄原文，未能進行任何推論。

(c) 表現平平。題目要求考生討論資料C及D中對巴黎和會和平締造者
的批評是否公允。考生應首先理解該兩項資料對巴黎和會和平締造
者有何批評，繼而以個人所知討論該等批評是否公允。表現最佳的
考生能否清楚解釋其答案，如：該等批評是公允的，原因是它們反
映了當時的實況；該等批評並不公允，原因是當時的和平締造者面
對相當嚴苛的限制。然而，部分表現稍遜的考生誤以為題目問及和
平締造者的決定是否公允，而非對和平締造者的批評是否公允，因
而未能得分。此外，既然巴黎和會於1919年舉行，而且世界政治
於I 920年代尤其是1929年經濟大危機之後出現了巨大轉變，1930

代的史實無關題旨。

第3題 (a) 表現平平。題目要求考生從資料E指出松下電器的日本夢。表現最
佳的考生能正確審題，提出適切的答案，然而 一 些能力稍遜的考生
誤解題旨，所指出的並非松下電器的日本夢，而是其他不相干的夢
想。這類答案不獲評分 。

(b) 表現平平。題目要求考生參考資料E並運用個人所知，就「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直至1980年代，日本的經濟發展主要受內部因素影響」

的說法作出評論。只有表現最佳的考生能同時討論內部及外部因
素，繼而評估哪 一 類因素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經濟發展影
較大。表現稍遜的考生僅僅提出論點，未能提供相應史實支持，及
I或僅討論內部或外部因妻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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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題

(b) 

表現未如理想。 題目要求考生參考資料F的相關線索，指出冷戰的
兩項特徵 。 只有表現最佳的考生能善用相關線索 ， 支持其所指出的
冷戰特徵。 部分表現稍遜的考生僅能指出特徵 ， 但未能從資料引錄
相關線索 。 另一些考生則置資料於不顧 ， 僅默寫有關冷戰的史實 。
這種答法不能獲得任何分數 ．

表現良好 。 題目要求考生指出並解釋美國與蘇聯哪 一 國對和平構成
更大的威脅。 不少考生能夠清楚表明其觀點 ， 並作出恰當的比較 ，
以解釋為何所選國家較另一個對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他們亦能參
考相關資料 ， 並利用自己所知 ， 以支持其答案 ，答案亦能涵蓋冷期
的整個時期 。 部分稍遜的答案僅能選取一國 ， 描述其對和平所構成
的威脅，然而未能與另一個超級大國進行比較。這類答案得分偏低。

巻＝ （論述鼴）

第1題

第2題

第3題

(a) 

表現令人滿意 。 題目要求考生追溯並解釋20世紀下半葉直至1997年
間香港的政治發展 。 大部分考生明瞭關鍵詞「追溯並解釋 」 的要求 ，
能夠將有關時期分成兩至三個分期（追溯）， 並能討論各分期內政治發
展的特點（解釋）。 然而 ， 部分考生未能準確指出諸如六七暴動等重要
的轉捩點；該等考生往往僅能舉出兩個分期（即1950年代至1970年
代，以及1980年代至1997年）。部分考生側重於「追溯」或「解釋 」

。

只有表現最佳的考生能夠均衡地「追溯 」 及「解釋 」 香港的政治發展 丶
指出六七暴動和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等重要的轉捩點，以及充分運用
史實討論各個分期的主要特徵 。

表現令人滿意 。 題目要求考生選取 一 位中國近代歷史人物 ，討論其對
中國發展的影響是否利多於弊 。 良好的答卷應討論所選人物在一個較
長的時期內對中國發展的「影響」 。 然而 ， 不少考生討論的是與所選
人物有關的政策及I或事件，而未能進一步討論該等政策及事件對中國
的發展是利還是弊 。 部分稍遜的答卷僅集中於一兩個政策及l或事件 。
答卷涵蓋過少 ， 分數亦會較低。

表現令人滿意。題目要求考生解釋日本軍國主義為何興起於1930年代
而非此年代之前 。 大部分考生能夠詳細解釋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原
因 。 然而 ， 不少考生未能處理題目的另 一 部分 ， 即為何日本軍國主義
並非興起於該年代之前。表現稍遜的考生概述1930年代的軍國主義 ，
而未能提出 1930年代中期以後諸如政治行刺及軍方支配文官政府等
確切史實。換言之，他們未能恰當處理關鍵詞「為何」 。 考生應仔細閱
讀題目 ， 以便切實掌握題目所要求的時段和作答路向 。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表現平平。題目要求考生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哪些方面是直至1960
年代以前現代西方歷史的一個轉捩點 。 考生應展示大戰如何在諸如政
治 、 社會 、 經濟 、 技術等方面使現代西方歷史出現轉折 。 很多答卷能
反映出考生嘗試按題旨運用史實作答， 然而不少答卷出現以下一種或
以上的毛病：誤以為題目僅問及大戰的影響或結果 ， 因而沒有就大戰
前後的西方世界作出比較；忽略關鍵詞「轉捩點 」，僅概述與第二次世
界大戰相關的史實；未能將討論延至1960年代· 只有表現最佳的考生
能連貫表述 、 合理均衡地比較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兩個時期 ， 並能有
效解釋大戰在哪些方面標誌着現代西方歷史發生了巨變。

表現欠佳 。 題目要求考生對亞西爾 ． 阿拉法特及納爾遜 ． 曼德拉進行
比較 ， 並以史實為據評論哪一位是更偉大的領袖 。 考生應兼論兩位領
袖 ， 就其事蹟進行比較 ， 繼而斷定哪 一 位是更偉大的領袖 。 然而 ， 不
少考生僅選取 一 位領袖進行描述 ， 而沒有與另 一 位進行比較 。 只有個
別答卷能進行有效的比較 ， 並解釋為何某 一 位較另 一 位更偉大 。 考生
應注意題目所要求的能力， 即：進行有效比較 ， 並對有關政治人物的
政治生平及政策進行定性分析 。

表現平平 。 題目要求考生討論1945-2000年間歐洲國家在經濟合作方
面是否日益減少對超級大國的依頼， 兼且日益自主 。 一 般而言 ， 考生
對西歐國家發展的認識較東歐國家為多；只有表現最佳的考生能夠均
衡討論東西歐的發展 。 不少考生對「自主」的討論較「對超級大國的
依頼 」 為多 ， 而考生理應兩者均衡兼論 。 一 些考生的討論止於 1940
年代的馬歇爾計劃及莫洛托夫計劃 ， 這欞答法僅回應了題目的一小部
分時段（題目要求涵蓋1945-2000年間的發展）， 因而得分偏低 ．

表現欠佳 。 題目要求考生選取任何兩個國家 ， 並討論哪些因素影響該
兩國於20世紀上半葉的關係。考生應歸納出影響該兩國關係的各種因
素。然而，連貫清晰的答卷屬鳳毛麟角。不少答卷嘗試討論該等因素 ，
但往往僅集中於其中－國的史實，而不是兩國之間的「關係 」 。表現最
遜的答卷僅分述所選兩國的歷史發展 。 少數考生忽略了「20世紀上半
葉 」 的時間要求；答卷若討論了20世紀下半葉 ，將不獲評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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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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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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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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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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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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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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學生固然需要為所選選修項目擬定適當的題目 ， 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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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稱「歷史議題探究 」 的題目 ， 內容其實屬於「比較歷史 」

。

需要
；例如 ，

年 ， 香港中學文憑歷史科並未發現嚴重抄襲個案 。 香港中學文憑歷史
科考生要預防校本評核中出現違規行為 ， 便應註明所引資料的出處 （參閱
歷 史 科 校 本 評 核 教 師 手 冊 附 錄 H:
htt :/ /www.hkeaa.edu.hk/DocLibrar /SBA/HKDSE/SBAhandbook-2_01主HIST
C-Mavl4.pd f), 並盡量用自己文字作出論述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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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of the Soviet扉ion to the 22nd Party Congres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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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試題引用的資料，蒙有關出 版社／機構准
有未及取得版權持有者同意，或因未悉其來源而

，本局深表毆銘。倘當中引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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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版權持有者聯絡本局 ， 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 。

致牴觸版權的 況， 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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