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卷參考

本文件供閱卷員參考而設，並不應被視為標準答案。考生及沒有參與評卷工作的教師在詮釋文
件內容時應小心謹慎。

卷一（蜃史資料颺）

I. (a) 資料A澧畫封爾的主噩信息

Ll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作答。

L2 答案清晰，能參考資料作有效解釋。

主要信息：

例：警察腐敗，未能維持法紀。

解釋：

例：－警察抓吐痰的人，卻不抓周遭的劫匪。

－圖中的警察對吐痰者的罰款高得令人咋舌。

(b) 資料B作者對皇家香港警察所持饑度

L1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作答；或答案片面。

L2 答案清晰，能參考資料作有效解釋，答案亦能兼顧兩面。

態度：

例：－毀譽參半
－既讚賞，亦質疑

解釋：

例：－讚賞：皇家香港警察文明，效率超卓。

－質疑：作者認為警察不關心政治是有問題的。

[3 JJJ 

［叢多I允］

［綬多3分］

[4 分」

［嚴多2分］

［叢多4j:fj

(c) 「 1967-97年間，香港殖民地政府顯示了改善其管治的龍力。」確否? {8 .ii 

Ll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使用資料和個人所知作答。 ［嚴多2方1

L2 欠缺均衡，僅能有效使用資料或個人所知作答。 ［叢多4方］

L3 答案合理且均衡，能有效使用資料利個人所知作答。 ［叢多8分］

改善：

例：－皇家香港警察向來腐敗，然而在 1997年時其工作已得到香
港內外人士認同。（資料A及B)

－殖民地政府推行全面的社會改革，改善了香港的整體生活水
平。（個人所知）

12 

Provided by dse.life



未能改善：

例：－香港政府未能有效應付 1980年代因香港前途問題而衍生的
信心危機。（個人所知）

－香港政府向來都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良好的工作關

係，然而在其殖民管治的最後十年，該等關係卻未能得到維
持。（個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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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改革為漬朗帶來的影響

L1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作答。

L2 答案清晰，能參考資料作有效解釋。

影響：
例：－中國能夠更加團結。

線索：

例：－ 「鐵路和電報正迅速將這帝國貌合神離的各部分轉化成一
團結的整體。」

(b) 資料D作者為什麿認為革命黨人值得尊重？

每個有效線索和有效解釋得2分

例：－ 「為自己國家長久的利益而努力。」

- 「清政府一直在想盡辦法緝捕他們，要置他們於死地。」

[3 fJ」

［晨多Jjf]

［最多3:f.f}

[2+2 .ii 

(c) 假設你是活於 1911 年的中國皐者。你會隸當一個改革者，還是革命黨 [8 .if 
人？試解釋你為何這擇其中一方，而不這擇另一方。

Ll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及個人所知。 ［綬多2jj-J

L2 欠缺均衡，僅能有效運用資料或個人所知。 ［嚴多4jj-J

L3 答案合理且均衡，能有效運用資料及個人所知。 ［綬多8分］

改革者：
例：－清政府的一連串改革「將這個帝國貌合神離的各部分轉化

成一團結的整體」，因此能夠克服地方主義的問題。（資料

C) 
－搞革命的風險太高，清政府會「想盡辦法緝捕他們，要置

他們於死地。」（資料D)

－各項改革相當徹底，中國正逐步成為開放的社會，教育水

平亦有所提高。（個人所知）

革命黨人：

例：－革命黨人情操高尚、開明、有教養，願意為國家的長久利

益犧牲小我。（資料D)
－清政府是外來政權，除革命一途外，無法消滅之。（個人所

知）

－清政府在推行政治改革上毫無誠意。（個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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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從資料 E歸納當時童軍的性質

LI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作答。

L2 答案清晰，能參考資料作有效解釋。

性質：

例：－愛國

解釋：

例：－所有童軍應該以國為先，己為後，讓國旗飄揚不落，即使
要為之灑血亦在所不惜。

/4 分」

［晨多2jJJ

［嚴多4jJJ

(b) 從資料F指出在辯論三國協約的必妻性時，正反雙方的共同關注鼬 [3 .ii 

共同關注點 1 分，有效解釋2分

共同關注點：

例：－德國問題

解釋：

例：－他們關注三國協約會否刺激德國（正方）及能否制約德國的
擴張（反方）。

(c) r遁及歐洲各地的民族主藥，並非必然導致大戰的爆發 0 .I 確否？

Ll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及個人所知。

L2 欠缺均衡，僅能有效運用資料或個人所知。

L3 答案合理且均衡，能有效運用資料及個人所知。

並非必然：

例：· 羅伯特．貝登堡等愛國者熱衷於宣揚愛國主義，然而大學
生對政治問題並不一定變得盲動魯莽。（資料E及F)

－歐洲列強在塞拉耶佛刺殺事件後曾竭力進行磋商。（個人所

知）

必然：

例：· 使用武力保家衛國甚至犧牲性命是相宜的做法，（資料E)
• 部分人認為「擴張是德國必然採取的政策」。歐洲將無可
避免因為德國的野心而被捲人戰團。（資料F)
－民族主義在巴爾幹半島導致危機，繼而促成了第一次世界

大戰的爆發。（個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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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從資料G推斷有關第＝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治的兩項特徵

兩項有效特徵及有效解釋

特徵： . 

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政治很受大戰戰勝國的影響
－該否決權的分布頗能反映冷戰的發展

解釋：

例：－安全理事會全部五個常任理事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

國。

－除了 1960年代「低盪」時期，冷戰時期大部分時間的否決次數

都很多。冷戰結束後的數字亦大幅下降。

(b) 從資料H指出聯合國的一項結構性問囍

Ll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運用資料作答。

L2 答案清晰，能參考資料作有效解釋。

結構性問題：

例：－推選代表－事上欠缺民主／欠缺公平

解釋：

例：－德國和日本實際屬於大國，推選它們作為安全理事會新的常任

理事國無助於改善有關情況。

－應推舉前殖民地作為新的成員國。

(c) 你是否同意國家利益一直以來都阻礙著國際合作？

LI 答案含混，未能有效使用資料及個人所知。

L2 答案缺乏均衡，僅能有效運用資料或個人所知。

L3 答案有力且均衡，能有效運用資料及個人所知。

阻礙：

例：－超級大國在聯合國內濫用否決權。（資料G)

－眾多前殖民地未能分享應有的權利，國際政治仍然由大國
支配。（資料H)

－歐洲各國就經濟合作和統合的事宜經常不咬弦。（個人所知）

沒有阻礙：

例：－發展中國家組成了「不結盟運動」，以促進經濟合作，減

低強國的影響力。（資料H)

－北約和華沙公約等例子說明國家安全的關注能促進國際軍
事合作。（個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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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論述題）

香港中擧文憑考試

廛史科

論述題一般評分標準

［註抨卷蒔，閱卷眞應限搣三頊因紊（理鮮題旨｀內容及表遞），酋先評定考卷旳等級，然後
參考下表將謨等級兌換為相應旳分數。」

評分標準 最高表琨層級 分鐓

－能準確掌握題旨。

－內容均衡，能恰當及有效運用相關之材料。 A 23-25 

－組織佳，表達清晰，文筆流暢。

－瞭解題旨。
B 20-22 

－內容頗為均衡，並頗能正確運用相關之材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組織尚佳，文筆頗為清楚流暢。 C 17-19 

－對題旨有－般性之瞭解。
D 14-16 

－內容以鋪陳史實為主，並夾雜一些無關或錯誤之材料。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組織欠佳，惟文筆尚算清楚。 E 11-13 

－對題旨瞭解不足，未能明確區分相關及無關之材料。

E/F 9-10 
－相關而重要之史實不多。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組織紊亂，頗難理解，人名及地名有明顯錯別字。

F 5-8 

－對題旨幾無瞭解，未能區分相關及無關之材料。

－絕少相關之史實。 u 0-4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重要人名及地名有嚴重錯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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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0世紀最後20年閭，香港是－侗國際城巿，有著濃烈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禪日漸薙大的
香港人身分認同。」你是否同意此説？試解釋你的看法。

標準
取耳吉固

分數
表現層級

- 表述連貫清晰，能有效分析中國人身分認同和香港人身分認同，
A 23-25 

能列舉有效史實，並涵蓋有關時期的相當時段。

- 能明瞭題旨；能清晰探討中國人身分認同和香港人身分認同。史
B 

實能涵蓋有關時期的相當時段。
20-22 

- 能明瞭題旨；在探討中國人身分認同和香港人身分認同時表現不
C 17-19 

俗，但討論明顯側重其中之－。史實能涵蓋該時期的相當部分。

- 對題旨有－般性的瞭解，討論僅集中於中國人身分認同或香港人

身分認同；或嘗試處理兩者，惟內容粗疏。
D 14-16 

- 對題旨略有瞭解，討論僅涵蓋中國人身分認同和香港人身分認
E 11-13 

同；或嘗試處理兩者，惟內容粗疏及失於側重。

- 與E級同，惟存在明顯史實錯誤及I或內容籠統；或

- 主要敘述該時期的香港發展，僅有一兩行輕輕觸及中國人身分認 E/F 9-10 

同及I或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史實。

- 敘述該時期的香港發展，未能討論中國人身分認同和香港人身分
F 

認同的史實。
5-8 

- 對題旨幾無瞭解，未能區分相關及無關之材料。

- 絕少相關之史實。 u 0-4 

-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重要人名及地名有嚴重錯別字。

答案可涵蓋以下內容：

- 中國人身分認同：香港人對中國文化、節日、價值觀的態度；中港關係等
- 香港人身分認同：香港流行文化、經濟成就、香港人對香港的關注等

18 

Provided by dse.life



2. 你認為源中山利毛澤東囑一位是更偉大的中國領袖？試解釋你的看法。

標準
最禹

分數
可評層級

表述連貫清晰，能合理比較兩位領袖相對偉大之處，能以不同方

面的實質例證支持其答案，例證能涵蓋相當時期。
A 23-25 

能明瞭題旨，清晰探討兩位領袖相對偉大之處，史例能涵蓋相當

的範疇和時期。
B 20-22 

能明瞭題旨；能探討兩位領袖相對偉大之處，但明顯側重於其中

一位，及I或包括未成熟的論點。史例能涵蓋合理的範疇和時期。
C 17-19 

對題旨有－般性的瞭解，能分述二人功過，惟沒有作出任何比較。 D 14-16 

能題旨略有瞭解，討論僅嘗試處理－位領袖的功過；或嘗試兩位

兼顧，惟論述粗疏且內容有所側重。
E 11-13 

與E級同，惟有明顯史實錯誤及I或內容過於籠統，或

主要敘述有關兩位領袖的史實，僅有一兩行文字輕輕觸及其相對 E/F 9-10 

偉大之處。

概述有關兩位領袖的史實，沒有討論其相對偉大之處。 F 5-8 

對題旨幾無瞭解，未能區分相關及無關之材料。

絕少相關之史實。 u 0-4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重要人名及地名有嚴重錯別字。

答案可涵蓋以下內容：

- 二人的領導和意識形態
- 二人對中國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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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次世界大戰後直至 1960年代末，日本的發展是否主要基於美國因素？試解釋你的看

法。

標準
最尚

分數
可評層級

- 表述連貫清晰，能有效分析美國因素及其他因素在促使日本發展
A 23-25 

上的相對重要性，能列舉有效史實，並涵蓋有關時期的相當時段。

能明瞭題旨；能清晰探討美國因素及其他因素在促使日本發展上

的相對重要性。史實能涵蓋有關時期的相當時段。
B 20-22 

能明瞭題旨；在探討美國因素及其他因素在促使日本發展上的相

對重要性中的表現不俗，但討論明顯側重於美國因素或其他因
C 17-19 

素，及l或包含未成熟的論點（如沒有明確意圖解釋「大程度」、

「小程度」等看法）。史實能涵蓋該時期的相當部分。

- 對題旨有－般性的瞭解，討論僅集中於美國因素；或嘗試處理兩者，
D 14-16 

惟內容粗疏。

對題旨略有瞭解，討論僅涵蓋美國因素，內容粗疏；或嘗試處理兩
E 11-13 

者，惟內容粗疏及失於側重。

- 與E級同，惟出現明顯史實錯誤及I或內容過於籠統，或

主要敘述該時期日本的發展，僅有一兩行輕輕觸及美國因素如何

促成該等發展，或
EIF 9-10 

- 討論僅建基於其他因素。

- 敘述日本的發展，未能分述其成因，或

- 詳述日本發展的其他成因，但未能提出任何論點。
F 5-8 

對題旨幾無瞭解，未能區分相關及無關之材料。

- 絕少相關之史實。 u 0-4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重要人名及地名有嚴重錯別字。

答案可涵蓋以下內容：

- 盟總時期及之後美國的對日政策
冷戰的影響

- 日本政府的政策
- 日本企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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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1919-39年閘，維護歐洲利平的國際努力有多大成效。

標準
最局

分數
表現層級

表述連貫清晰，能合理均衡地就維護歐洲和平的國際努力討論其

得失程度。討論能有效地以 1919-39年間的史實為證。
A 23-25 

能明瞭題旨；能就維護歐洲和平的國際努力討論其得失程度。討

論能合理地以 1919-39年間的史實為證。
B 20-22 

能明瞭題旨；能就維護歐洲和平的國際努力清晰討論其得失程

度，惟討論有明顯的側重，亦包含未成熟的論點。討論能合理地 C 17-19 
以 1919-39年間的史實為證。

對題旨有一般性的瞭解，頗能就維護歐洲和平的國際努力討論其

部分得及I或失，惟就該時期的成效作出系統評估上表現欠佳。
D 14-16 

對題旨略有瞭解，嘗試就維護歐洲和平的國際努力討論其部分得

及I或失，惟就該時期的成效作出系統評估上過於粗略；答案亦含 E 11-13 

有史實錯誤。

概述該時期維護歐洲和平的國際努力，僅有一兩行輕輕評估其成

效。
E/F 9-10 

- 概述該時期維護歐洲和平的國際努力，沒有評估其成效。 F 5-8 

對題旨幾無瞭解，未能區分相關及無關之材料。
. 

絕少相關之史實。 u 0-4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重要人名及地名有嚴重錯別字。

答案可涵蓋以下方面：

- 巴黎和會、其他國際協約（如羅加諾公約）、裁軍會議（如日內瓦會議）、綏靖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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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冷戰有多叮令J ? 試解釋你的看法。

標準
取戸可言回

分數
表現層級

表述連貫清晰，能恰當處理「冷戰」及I或「冷」等概念，並據此

合理分析冷戰有多「冷」以及均衡討論相關時期冷戰的「冷」和 A 23-25 

「不冷」。能列舉有效史實，並涵蓋有關時期的相當時段。

能明瞭題旨，能恰當處理「冷戰」及I或「冷」等概念，並據此清

晰探討冷戰有多「冷」以及大致均衡地討論相關時期冷戰的「冷」 B 20-22 

和「不冷」。史例能涵蓋該時期的相當部分。

能明瞭題旨；能恰當處理「冷戰」及I或「冷」等概念，據此對冷
戰有多「冷」的探討表現不俗，但明顯側重於冷戰的「冷」或「不 C 17-19 

冷」，及I或包含未成熟的論點。史例能合理涵蓋該時期。

對題旨有一般性的瞭解，答案僅能討論冷戰的「冷」或「不冷」＇

或嘗試兼顧二者，惟內容粗疏。
D 14-16 

對題旨略有瞭解，討論僅基於「冷」或「不冷」，惟內容粗疏；

或兩者兼試，但有明顯史實錯誤。
E 11-13 

與E級同，有根本性的錯誤及其他毛病；或

主要敘述冷戰的進程，僅有一兩行文字輕輕觸及冷戰有多「冷」。
E/F 9-10 

敘述冷戰的進程，沒有評估冷戰有多「冷」。 F 5-8 

對題旨幾無瞭解，未能區分相關及無關之材料。

絕少相關之史實。 u 0-4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重要人名及地名有嚴重錯別字。

答案可涵蓋以下內容：

- 冷戰的性質和意思、兩個集團的衝突和合作、它們不斷轉變的關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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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是否同意，外來干預是導致第＝次世界大戰後巴爾幹地區種族衝突及以色列與阿拉伯人

衝突的主要因素？試解釋你的看法。

標準
取l=I 回= 

分數
表現層級

表述連貫清晰，能合理分析外來干預和其他因素在導致該兩個衝

突上的相對重要性，能列舉有效史實，並涵蓋有關時期的相當時 A 23-25 

段。

能明瞭題旨，清楚探討外來干預和其他因素在導致該兩個衝突上

的相對重要性。史例能涵蓋該時期的相當部分。
B 20-22 

能明瞭題旨；在探討外來干預和其他因素在導致該兩個衝突上的

相對重要性中的表現不俗，但明顯側重於外來干預或其他因素，

及I或包含未成熟的論點（例如未能清晰論證外來干預的相對重要
C 17-19 

性）。史例能涵蓋該時期的相當部分。

對題旨有一般性的瞭解，討論僅集中於外來干預；或嘗試討論兩

者，但內容粗疏。
D 14-16 

對題旨略有瞭解，討論僅集中於外來干預，惟內容粗疏；或嘗試

討論兩者，惟內容粗疏及有明顯側重。
E 11-13 

與E級同，惟有明顯史實錯誤及I或內容籠統，或

主要敘述該兩個衝突的史實，僅有一兩行輕輕觸及外來干預這個

因素，或
E/F 9-10 

討論僅建基於其他因素。

敘述該兩個衝突的史實，沒有分析其成因，或

詳述其他因素，但沒有提出任何論點。
F 5-8 

對題旨幾無瞭解，未能區分相關及無關之材料。

絕少相關之史實。 u 0-4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重要人名及地名有嚴重錯別字。

答案可涵蓋以下方面：

-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影響、列強和聯合國的角色、宗教分歧、經濟因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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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0世紀上半葉的鑒展，特徵是轉變多於延續。」你是否同意此説？試遁取餜程內任何一

個國家或地區的讎展為例，解釋你的笞案。

標準
取E 吉向

分數
表現層級

- 表述連貫清晰，能合理、均衡地分析所選國家／地區在20世紀上半

葉的轉變及延續程度，能列舉有效史實，涵蓋有關時期的相當時 A 23-25 

段。

能明瞭題旨，清晰、大致均衡地探討所選國家／地區在20世紀上半

葉的轉變及延續程度。史例能涵蓋該時期的相當部分。
B 20-22 

能明瞭題旨；在探討所選國家l地區在20世紀上半葉的轉變及延續

程度上表現不俗，但明顯有所側重，及I或包含未成熟的論點。史 C 17-19 

例能合理涵蓋該時期。

- 對題旨有一般性的瞭解，討論僅涵蓋轉變或延續；或兩者兼論，
D 

但處理失衡，且論述粗疏。
14-16 

對題旨略有瞭解，討論僅涵蓋轉變或延續，惟內容粗疏；或兩者

兼論，但處理失衡，論述粗疏且籠統。
E 11-13 

與E級同，有根本性的錯誤及其他毛病；或

主要敘述所選國家／地區的歷史發展，僅有一兩行文字輕輕觸及其 E/F 9-10 

轉變與延續。

敘述所選國家／地區的歷史發展，沒有討論其轉變與延續。 F 5-8 

對題旨幾無瞭解，未能區分相關及無關之材料。

絕少相關之史實。 u 0-4 

組織極為紊亂，難以理解，重要人名及地名有嚴重錯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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