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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要求考生援引史實析論「漢代貞節觀念漸趨嚴格」
和「宋代雖有理學家提倡婦女守節，但婦女改嫁再嫁尚
覺容易」，考生表現一般。

⚫ 表現較佳的考生對題旨有透徹的理解，能詳細指出兩漢
婦道、貞節情況，與及大力鼓吹女教，如西漢劉向《列
女傳》、東漢班昭《女誡》，使貞節觀念廣泛傳播，漢
代貞節觀念遂漸趨嚴格。

⚫在析論兩宋理學思想與貞節觀念時，能指出宋初婦女在
婚姻上有頗大的自由，社會上普遍接受改嫁和再嫁，至
南宋中期以後，理學提倡的貞節觀念雖漸成風氣，但婦
女改嫁再嫁仍為社會接受。



⚫ 考生多能引用相關史事說明，如舉出漢武帝母親及外祖
母曾再嫁、王安石讓親兒媳擇婿改嫁等，緊扣題旨，內
容豐贍，條理分明。

⚫ 然而，部分表現稍遜的考生，或審題不清，夾雜先秦至
秦代、唐代至清代的婦女貞節觀念及婦女地位變化，偏
離題旨；或未能提供漢代朝廷表彰貞節的史實，如西漢
宣帝時向貞婦和順女賜贈絲帛等，誠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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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問，要求考生根據資料闡述清末康有為等人推動禁止
女性纏足的原因，考生表現稍遜。

⚫ 部分考生能緊扣題旨，從光緒帝下令禁纏足、西方思潮
影響和強國保種三方面分析康有為等人推動禁止女性纏
足的原因，力陳天賦人權、男女平等，認為救國和禁止
纏足的陋習有關、纏足殘害女性等，能以充足例子引證。
表現一般的考生，往往只是搬字過紙，缺乏實例引證，
或只圍繞字面意思解釋，闡析欠深入。



⚫ 次問，要求考生根據資料，援引史實闡析民初女性爭取參政
的行動與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考生表現平平。

⚫ 表現較理想的考生對於民初女性爭取參政的行動與未能取得
成功的原因有透徹的理解，亦對資料的內容有深入的認識，
懂得運用人物深入闡析。

⚫ 表現一般的考生，多只能就民國初年女性參政的行動和失敗
原因泛泛而論，多列舉唐群英爭取女子參政之事跡，而忽略
其他女性爭取參政的行動；

⚫ 另常有考生指秋瑾在民初為女性爭取參政，但秋瑾在1907年
已犧牲，時序不明，援例失當。考生多不瞭解當時情況，未
能運用相關史事作說明。題目以「民初」為作答的時限，但
考生往往引述其他時期的事例補充佐證，屬無效論證，實屬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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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闡述清
末康有為等人推動禁止女性纏足的
原因。(10分)

(b)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
闡析民初女性爭取參政的行動與未
能取得成功的原因。(15分)



(a) 根據資料一，並援引史實，闡述清末康有為等人推動

禁止女性纏足的原因。(10分)



(b)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闡析民初女
性爭取參政的行動與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15分)



(b)根據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闡析民初女
性爭取參政的行動與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15分)

闡析民初女性爭取參政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

•民初女子參政受到保守派的打擊，如章炳麟、程
德全等攻擊女子參政愈形恣肆，唐群英等人為抗議
《臨時約法》漠視女子參政權而闖入參議院，在社
會輿論上也得不到支持。

•民初爭取女子參政運動的核心人物不過數十人，
活動範圍僅局限於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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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
評語 (第五級)

(a) 考生對清末康有為等人推動禁止女性纏足的原因有
較深入的認識，並能緊扣題旨，準確地引用資料一
和相關史事為例，從光緒帝下令禁纏足、西方思潮
影響和強國保種三方面分析康有爲等人推動禁止女
性纏足的原因，力陳天賦人權、男女平等，認為救
國和禁止纏足的陋習有關，纏足殘害女性等，表達
清晰。

(b) 考生對於民初女性爭取參政的行動與未能取得成功
的原因有透徹的理解，亦對資料的內容有準確的認
識，懂得運用人物深入闡析，如指出唐群英逐步爭
取女性參政的步驟。至於女性爭取參政未能取得成
功的原因，則以保守派阻撓為由，宜加以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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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評語 (第三級)

(a) 考生對清末康有為等人推動禁止女性纏足的原因只
有一般的認識，未能援引資料為例，闡述題旨。內
容略欠均衡，只能從強國保種分析維新派推動禁止
女性纏足的原因，若能補充說明光緒帝下令禁纏足
及西方思潮影響兩方面，則內容會更完備。或整體
而言，尚能切題，表達尚可，內容無重大錯誤。

(b) 考生對民初女性爭取參政的行動僅有概括的了解，
未能引用相關史實，分析民初女性未能取得成功的
原因。內容略欠均衡，只能簡單說明唐群英爭取女
子參政之事跡，以及民初女性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
歸咎於袁世凱反對而失敗，考生表現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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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要求考生從「考試程序」、「考試內容及形式」、
「取錄授官」三方面援引史實析論明代科舉制對人才消
長的影響，一般考生表現尚佳。

⚫ 表現優異的考生，對明代科舉制度對人才的影響有透徹
的理解，能掌握題旨，準確而詳盡地援引史實從人才消
長兩方面立論，夾敘夾議，言而有據，內容充實，令人
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