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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
「他（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弟子三千，精通六藝者七十二
人。他的教育思想⋯⋯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有
教無類』等等。孔子是主張教育平民化的創始人⋯⋯他整理
的⋯⋯《詩》、《書》、《禮》、《樂》、《易》，《春
秋》，既是他學習歷史的憑藉，也是孔門講學的教材，成為
後世的儒家經典（即所謂『六經』），功不可沒。」

樊樹志《國史概要》

(7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闡析孔子在教育方面
的貢獻。(15分)



考生應根據資料內容，從以下幾個角度回應：

角度一：培養人才
資料引文：他（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弟子三千，精通六藝者七十
二人。
說明/例子：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卓越有成的有七十二人，如顏
淵、子貢等，人材輩出。（需有兩個以上弟子名字及其貢獻舉隅才
可視為詳實說明。）

角度二：開創私人講學風氣，使教育普及化
資料引文：孔子主張教育平民化的創始人
說明/例子：孔子將學術由貴族壟斷傳播普及民間，開創私人講學
風氣，使教育普及化。（其他可接納論據：只要主動給他一點見面
禮，便可以得到他的教導。）



考生應根據資料內容，從以下幾個角度回應：

角度三：確立教學和治學典範
資料引文：他的教育思想⋯⋯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有教無
類』等等。
說明/例子：孔子提出的教育主張如「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學思結合」、「才德並重」、「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等，確立
教學和治學的典範，影響深遠。(以上各項主張任擇其二，並作說
明即可。注意若以「有教無類」解釋角度二使教育普及，此處不計
作教學和治學典範的說明例子。)

角度四：撰寫《春秋》，整理典籍，承傳文化
資料引文：他整理的⋯⋯《詩》、《書》、《禮》、《樂》、《易》、
《春秋》，既是他學習歷史的憑藉，也是孔門講學的教材，成為後
世的儒家經典（即所謂『六經』），功不可沒。
說明/例子：孔子撰著《春秋》外，並整理典籍，《詩》、《書》、
《禮》、《樂》和《易》都在他重視承傳文化的心態下完成，亦弘
揚了周文化和他自己的教育思想。



考生表現

整體考生正確理解題旨，表現理想。表現優異者能從多角度闡
析孔子在教育方面的貢獻，史論結合，內容豐贍。考生詳列孔
子弟子名稱及其成就，說明孔子培養人才的貢獻；又指出孔子
將學術由貴族壟斷傳播至民間，使教育普及化；再者更提出孔
子教育主張的內容，說明孔子確立教學和治學典範；並整理
「五經」傳承周文化及撰寫《春秋》弘揚褒貶精神。

然而，部分考生雖能理解題旨並引用資料內容回應題問，惜未
能旁徵相關資料論說，只列舉孔子弟子名字和教育主張的名目，
部分論據欠完備，而且行文組織零散，稍欠條理。

表現不理想的考生，內容夾雜不少舛誤史實，如孔子辦私人書
院以普及教育、撰作《論語》以傳後世等；更甚者只抄錄資料
內容，未加任何闡析說明。



資料二：
「山西、山東、江南⋯⋯都有各自的產物，而這些特產大家
很喜歡，⋯⋯應該有不同的行業參與其中。⋯⋯農、虞、工、
商是人民衣食生活的基本依賴，讓這四種行業充分發揮作用，
人民就過得好，如果不能讓它們發揮作用，人民就過得貧
窮。」

楊照《史記的讀法—司馬遷的歷史世界》

(7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闡釋司馬遷《史記》
在經濟方面的主張。(10分)



考生應根據資料內容，從以下兩個角度回應：

角度一：自由經濟理念
資料引文：山西、山東、江南⋯⋯都有各自的產物，而這些特產
大家很喜歡，⋯⋯應該有不同的行業參與其中。讓這四種行業充
份發揮作用，人民就過得好，如果不能讓它們發揮作用，人民
就過得貧窮。
說 明：司馬遷提出按各地經濟生產特色及傳統民風，發展自
由經濟的理念，因而提出國家應採用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順
其社會條件，讓人民各取所需，民富而後國富。(其他可接納論
據：反對「與民爭利」，批評漢武帝時期，國家壟斷經濟的措
施。)

角度二：重視四業，肯定商人對國家貢獻
資料引文：農、虞、工、商是人民衣食生活的基本依賴
說 明：司馬遷主張農、虞、工、商四業並重，肯定商人對國
家的貢獻。(其他可接納論據：反對重農抑商的政策)



考生表現

考生表現兩極。表現優異的考生對題旨和資料有正確理解，能
指出司馬遷《史記》在經濟方面的主張，包括反對國家壟斷經
濟措施，與民爭利，提倡自由經濟理念；主張農、虞、工、商
四業並重，肯定商人對國家的貢獻，反對重農抑商。內容附以
具體詳實的史事為例，闡析其經濟主張的內容。

惟不少考生對資料的理解僅屬片面，只憑常識引申說明，流於
空疏泛論；更甚者只抄錄資料原文，並未援引任何史事解釋說
明，內容貧乏。



示例一









首問，考生能緊扣題旨，從孔子整理六經，重視
承傳文化；編纂《春秋》，褒貶善惡，說明孔子
藉此弘揚其思想。其次，考生指出孔子培養人才，
有弟子三千，其中卓越有成的有七十二人，並且
各有專長。再者，考生更列舉孔子「有教無類」
和「學思並重」的教學和治學典範，並引用相關
史事說明其貢獻。最後，考生更指出孔子提倡教
育平民化，打破西周學在王官的傳統。內容豐贍，
論有所據，條理分明。

評語

得分：15/15







評語

次問，考生對司馬遷的經濟主張有正確而深入的理
解，能緊扣資料，準確援引相關史實，詳細分析司
馬遷主張重視四業，能讓人民衣食生活有所依賴，
並且能引述《史記・貨殖列傳》肯定商人對國家的
貢獻。其次，考生亦指出司馬遷主張經濟自由發展，
反對與民爭利，而且能從資料指出司馬遷認為應按
各地經濟生產特色而發展經濟，並且能結合《史記
・平準書》提出司馬遷認為該順應自然，讓經濟自
由發展，批評漢武帝的新經濟政策是與民爭利。

得分：10/10

全題得分：15＋10＝25

上卷



示例二



得分：8/15

評語

首問，考生能從提倡教育平民化、主張「有教無
類」、「因材施教」而培養人材，以及整理「六
經」三方面闡析孔子在教育的貢獻，惜欠缺列舉
具體史事、人物為例說明，史論結合不理想。



✗



得分：4/10

評語

次問，考生能根據資料回應題旨，指出司馬遷主
張按各地經濟生產特色及傳統民風，發展不同行
業。同時，提及司馬遷重視四業，讓其充分發展，
可以有利推動國家的經濟。可惜，考生對四業所
指的農、虞、工、商認識不多，更將「虞」誤以
為運輸業。

全題得分：8＋4＝12

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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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析述
王安石變法前北宋政府面對的困難。
(10分)
資料一：

「宋代自開國已有百餘年，似乎到了一定的週期，
盡顯頹勢。尤其是有冗官、冗兵和冗費三大弊病，
其實這在宋初就已經埋下了伏筆……到了仁宗、
英宗兩朝，則愈演愈烈。國家財政困難，儘管稅
收逐年增加，仍無力支付巨額的開支；軍隊到仁
宗慶曆年間激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多人，戰鬥力雖
然不強，但軍備開支卻愈來愈大。」

范捷《皇帝也是人（宋代卷）》



重點：從冗官、冗兵及冗費三個角度，析述王安石變
法前北宋政府面對的困難（以水平評分）

冗官：宋代職官架構互相制衡，職能重疊，令官員眾
多而事權不專；大量吸納文人入仕。例如仁宗一朝，
官員人數是開國時的十倍，政府官僚架構龐大，冗員
充斥。

冗兵：宋代推行募兵制，卻沒有完善的退役制度；每
遇災荒，又大量招募流民、飢民為兵。宋代以文人知
軍事，成效欠佳；行更戍法，令兵不知將，將不知兵。
至仁宗朝，軍隊已由太祖朝的37萬增至125萬，養兵
之費佔國家支出的七至八成。



冗費：由於冗兵、冗員充斥，俸祿開支龐大，再加
上其他開支，例如恩賜賞賜，耗費不菲；另外，宋
室面對強大外患，先後與遼、西夏訂盟，每年歲輸
不斷，以致國家開支極重，國家財政入不敷出。



8(a)考生表現

◆表現良佳。

◆表現優異者能根據題旨，從冗官、冗兵及
冗費三個角度，析述王安石變法前北宋政
府面對的困難，內容均衡。

◆部分考生以「稅制複雜」、「理財不善」
等方面回應，偏離題旨。



8(b)試援引史實，析論王安石如何透
過資料二所提及的措施，解決當時北
宋政府面對的困難。(15分) 
資料二：

「他(王安石)施行的新法，……『青苗法』，就
像是今日政府提供的農村貸款，使農民不再被兼
併者以高利貸蠶食。『免役法』，則是解放人力
來從事生產，使殷實人家免因服役賠累而致破產，
更使一向享受免役特權者須出錢分擔勞役義

務。……『省兵法』(裁兵)則使老弱坐食之兵退役，
消除坐吃空額、耗費國帑之弊病。 」

羅克典《王安石評傳》



• 重點：王安石如何從青苗法、免役法及省兵法，解
決當時北宋政府面對的困難。（以水平評分）

• 青苗法：以各路救濟貧民用的常平、廣惠等倉的貯
穀作本錢，在青黃不接時，准許貧民借貸，取息二
分，待穀熟歸還官府。
➢ 政府不但可以從中取利，又可以杜絕富豪藉機

勒取高利的剝削。
• 免役法：按貧富將百姓分等級，各按等級出「免役
錢」，一向享受免役特權者亦須出錢分擔勞役義
務；再由政府另覓無業的人充役，
➢ 使人民免去徭役的煩擾，可以專心生產，而殷

實人家亦可以避免因服役賠累而致破產。



• 省兵法：新法精簡軍隊，減少兵員，

➢ 既可提升軍隊質素，又可節省軍費支出。



8(b)考生表現

◆考生表現一般。

◆部分考生只能舉述措施名目，對措施內容
認識粗疏，或抄錄資料，空洞無物；

◆答案夾雜不少錯誤，如混淆青苗法與農田
水利法，誤認免役法為保甲法，或不明省
兵法的具體內容，答案欠均衡。

◆部分考生漠視資料內容，只羅列王安石變
法內容回應題旨，審題不清。



9 梁啟超年青時代參與維新變法、流
亡初期傾向支持革命，其後則宣揚
君主立憲。試援引史實，析論他在
1895-1911年期間的主張與其個人經
歷及當時政局的關係。(25分)

重點：考生應以梁啟超年青時代參與維新變
法、流亡初期傾向支持革命，其後則宣揚君
主立憲三個階段為作答基礎，析論梁氏在這
三個階段的政治主張要點。給分高低視乎考
生能否將「政局」、「個人經歷」及「主張」
三者的關係結合析論。（以水平評分）



參與維新變法：
•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慘敗，代表洋務運動的
徹底失敗。知識分子意識到必須要有更全面的改
革，才可以挽狂瀾於既倒。

• 1895至1898年期間，梁啟超跟隨康有為主張中國
應「變法」圖強，中國的改革應不僅於軍事改
革，而應推展至教育、經濟、行政制度。

流亡初期傾向支持革命：
• 戊戌維新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受到維
新失敗的刺激及革命思潮的影響，在《清議
報》、《新民叢報》鼓吹革命，並企圖和孫中山
等結盟。



宣揚君主立憲：
• 1903年梁啟超遊歷美洲後回到日本，了解共和政
體與議會選舉的流弊，不再認同革命和共和，重
申支持君主立憲。

• 1905年，清廷面對熾烈的革命風潮，提出「預備
立憲」，由此引發立憲運動。梁啟超積極參與政
團活動，在1907年成立「政聞社」，籌辦刊物，
推動立憲活動。

• 後來梁啟超意識到清廷立憲的真正意圖而撰文批
評，並呼籲民眾參與請願，要求加快立憲的步
伐、落實推行國會制度。



9 考生表現

◆考生表現尚佳。

◆表現優異者能從「年青時代參與維新變法」、
「流亡初期傾向支持革命」及「宣揚君主立憲」
三個階段回應題旨，內容均衡。

◆對梁啟超的個人經歷及所處政局的認識不足，
聚焦梁啟超思想的轉變而忽略與其身處時代局
勢變化的關係，未盡符題旨；

◆或抄錄題幹而稍作解說，史實欠奉，內容貧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