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史卷一第三題



題目 Q3

(a)  根據資料一，回答下列各題：

(i) A、B和C的地名與運河D的名稱是什麼？把英文字母連同答案寫在答題簿內。(4分) 

(ii) B地以北的長城，是戰國時哪一國修築的？(1分)

(iii) 寫出都城C在秦朝交通運輸上的角色。(1分)

(b) 針對資料二圖一和圖二反映的狀況，秦始皇在統一後採取了哪兩項措施？(2分)並寫
出每項措施的一項成效。(2分)

(c) 你較同意資料三的哪一個觀點？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15分)



評分參考重點

3a

答案

(i)  A：九原郡治/九原(1分)

B：遼東郡治/襄平(1分)

C：咸陽(1分)

D：靈渠(1分)

(ii) 燕(1分)

(iii) C是全國交通的樞紐/是直道和馳道的重心/方便
向全國頒行政令/有利兵糧及物資之運輸。(1分) 



評分參考重點

3b

• 針對貨幣和文字欠統一，秦統一後統一文字和貨幣。
(2分)

• 統一文字有助政令通行全國/加強管治/也有助各地
思想文化之傳播與交流/促使民族摶成。(1分) 

• 統一貨幣有助工商經濟發展/貿易有劃一的交易標準
/方便人民的買賣活動/方便繳交賦稅。(1分)



評分參考重點

3c

作答方向及須知

• 考生必須緊扣題旨，運用相關史實論據，論證較同意資料三中
哪一個觀點。

• 題目雖是整體評分，但內容必須均衡，故考生即使在其中一個
論據有極完備析述，但如欠均衡及全面，也不能給予不合比例
的高分數。

內容理據

立場明確

• 題目要求考生審視不同史論觀點，並指出較同意哪一觀點，屬
評論層次的高階能力。換言之，考生須明確指出同意哪一觀點，
不宜含糊地同意兩個觀點。

• 舉凡立場含糊，皆不符題旨，故內容理據縱然充份，也不能列
於中上卷之列。



評分參考重點
駁論處理

• 考生除闡述其立場及觀點外，應有駁論解釋何以其不同意另一觀點。
舉凡只單述觀點一或觀點二而全無駁論者，內容縱豐贍，也不宜列
於上卷分數。

• 駁論的安排，可如評分參考般，放於每一理據之討論上，緊扣回應
題旨，此為最佳答法。也可整體解釋何以同意某一觀點後，再論何
以另一觀點較不可取。

• 駁論處理雖並不必完全跟評分參考相同，考生言之有據及成理亦可，
但如考生只提空疏駁論，內容寥寥數語而全無理據，就不應以其形
式符合駁論要求就給予高分。

多角度分析(內容均衡)

• 審視內容理據是否充足是評核得分高下另一關鍵，考生不論採納哪
一觀點，應從多角度析論秦始皇施政，亦即從政治、思想文化、軍
事及社會經濟四方面(或其他不同角度)論析其立場。

• 如考生只從一個角度解說，縱內容如何精彩有力，也不宜給予中卷
分數。



評分參考重點

史例充足

• 史料處理方面，同意觀點一應從上述多角度舉証始皇施政
如何使人民遭遇空前慘酷，如同意觀點二則應緊扣「初創
統一新局面的時勢需要」這重點，列舉始皇受非議的措施
何以屬時勢需要，不能偏向析述始皇施政的貢獻，否則屬
離題之舉。

• 建議每個角度需具備充份解說的正確史例，換言之，上述
不同角度的給分參考須配合具份量的史例及理據，不能泛
泛而論。

• 須小心考生所舉眾多史例是否只屬同一角度。

• 評分參考只提供每個角度內應具備哪些內容理據及議論方
法，可作參考，考生其他合理理據亦可接受。



評分參考重點

上卷給分

綜合而言，考生如能緊扣題旨，正確立論，內容組織緊密而
具備多角度，史例及理據充足，並能藉駁論清晰解說個人一
己之見，具備評論史事的高階能力，縱整體偶有小疵，也可
於13-15的上卷給分。



考生示例表現



示例一 3a

考生答對全部地圖題，也能指出B以北長城段為燕國
修築，亦可扼要指出咸陽於圖中交通運輸的作用，表
現甚佳。



示例一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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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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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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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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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 3c小結

• 考生同意觀點一，並透過大興土木、賦役繁重、
刑罰嚴酷及焚書坑儒四個角度加以剖析，論據清
晰，脈絡分明而史例準確無誤，例如賦役倍於古
的數據，百姓被徵調於力役及兵役的數字，俱符
合史册所載。又如秦律的酷刑及連坐之惨烈，甚
至有少量引文作佐證，表現上乘。此外，考生亦
能緊扣題旨，所列論據俱扣上與人民生活空前慘
酷的關係。惟考生於文末所提的駁論卻稍嫌薄弱，
未能有力解說何以不同意觀點二時勢所需之說，
並拉扯至二世暴政及亡國，所論無疑有所偏差。

• 總體而言，考生除駁論稍欠完善外，文中的主論
據俱屬貼題及上乘之作，故整體仍可列中上卷的
評分。



示例二 3a 

考生錯答地圖題ai的C為洛陽,aii則未能答對燕國，
其餘答案俱正確，表現尚可。



示例二 3b 

措施

成效

成效

考生能正確指出統一貨幣及文字兩項措施，並答
對其方便商貿及政令傳達的作用。



示例二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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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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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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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3c小結

• 考生同意觀點二，並能多角度從經濟、政治及
軍事三方面析論，雖能扣上與時勢需要的關係，
但部份論據並非聚焦於始皇受非議的措施，如
經濟的統一貨幣、文字及車軌等。相反考生於
軍事及政治兩者尚能合適舉証，指出征伐、以
法家思想及嚴刑治國，是出於安穩邊防及政權
的需要，扣合題旨及個人立論。惜考生所論理
據內容稍見疏略，並將焚書坑儒及秦律放於文
末作為駁論依據，但只限於防叛動機，論析有
欠全面及細緻，致削弱立論效果。

• 考生整體尚能扣題而論，所舉論據雖有砂石及
稍見薄弱，通篇仍算合題旨，結構和組織亦完
整，仍可評中卷偏上的分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