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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考生表現

第 2 題



2(a)根據資料一，回答下列各題：
(i)什麼是「技藝」？試舉一例加以說明。(2分)

理解 2



2(a)根據資料一，回答下列各題：
(i)什麼是「技藝」？試舉一例加以說明。(2分)

理解 2

考生表現：表現滿意，1.44/2。

技藝(1分) 舉例(任擇一項，1分)

資料一提及 資料一以外合適
的例子

西洋科學技術/

西洋科技/

西洋器物/

船堅砲利

⚫製造機器
⚫製造火器
⚫行船
⚫行軍
⚫算學
⚫天文

⚫洋槍
⚫洋務運動的其

他相關建置



2(a)根據資料一，回答下列各題：
(ii) 試說明保守派反對推行洋務的兩個論點。

(4分)

理解+史事 4



2(a)根據資料一，回答下列各題：
(ii) 試說明保守派反對推行洋務的兩個論點。

(4分)

理解+史事 4

資料一 論點(1+1分) 說明(1+1分)

治國之策，
在人心不在
技藝。

⚫ 反 對 學 習
西方技藝

⚫ 解釋「在人心」：國家之本在儒
家倫理綱常/西方技藝不得民心的
例子。

⚫ 解釋「不在技藝」：西洋科技乃
是末藝/奇技淫巧/捨本逐末。

以 洋 人 為
師，有損國
體和失卻民
心。

⚫ 反 對 以 洋
人為師

⚫ 以夷變夏，有損國體，失卻民
心。(如只抄「有損國體，失卻民
心」，不給分，必須附以合理解
釋才給分。)

考生表現：表現尚算滿意，2.52/4分。



2(b)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維新措施如何引致
官員和士子的強烈反對。(4分)

理解+史事 4

措施/史實(1+1分) 如何引致反對(1+1分)

官員 裁撤不必要的機構和三
個巡撫職位等

令很多官員失去官位/衝擊官僚的
既得利益

士子 改試歷史、政治、時務
等/改試策論。(只答廢
除八股文，不給分。)

損害了所有畢生準備科舉考試的
生員的前程/使傳統士子失去出仕
任官的憑藉

考生表現：表現滿意，2.86/4分。



2(c)根據資料三，回答下列各題：
(i)根據資料三的圖一，作者對清廷實行立憲有什

麼評價？試從圖中找出一項證據以支持你的看
法。(2分)

理解 2



2(c)根據資料三，回答下列各題：
(i)根據資料三的圖一，作者對清廷實行立憲有什

麼評價？試從圖中找出一項證據以支持你的看
法。(2分)

理解 2

對立憲評價(1分) 證據(1分)

⚫立憲未見實效 ⚫虛聲/有音無形/有調無人
⚫缺乏改革誠意 ⚫立憲只為「娛人」之舉，實質卻

是「愚人」/愚弄民眾。
評價部分，答案合理，即可給分。(如答「負面」，不
給分。)
如答「負面，漫畫指有音無形，有調無人」，評價及
證據都不給分。因只抄寫證據，沒有指出評價。

考生表現：表現理想，1.69/2分。



2(c) (ii)根據資料三的圖一和圖二，並援引史實，分析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原因。(8分)

史事+分析 8



2(c) (ii)根據資料三的圖一和圖二，並援引史實，分析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原因。(8分)

史事+分析 8

圖 事
件

如何導致辛亥革命爆發
(每項1分，每宗史事最高4分)

備註

一 立
憲
運
動

⚫ 《欽定憲法大綱》宣布預備立憲以九
年為期，引發民眾請願。

⚫ 「皇族內閣」
⚫ 內閣13人中，有8/9人是滿族 或 皇族

更佔7人。

立憲運動相
關史事，最
多3項。

⚫ 預備立憲使清廷盡失人心，立憲派轉
向支持革命。

⚫ 革命派怕立憲一成，革命無望，亦加
速革命的進行。

如何導致辛
亥革命，最
少1項。



2(c) (ii)根據資料三的圖一和圖二，並援引史實，分析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原因。(8分)

史事+分析 8

圖 事
件

如何導致辛亥革命爆發
(每項1分，每宗史事最高4分)

備註

二 四
川
保
路
同
志
會

⚫ 清廷頒布「鐵路國有/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準
確寫出才給分)

⚫ 將已歸民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將路權
出賣給外國銀行。

⚫ 引起四川(川)、湖南(湘)、湖北(鄂)、廣東(粵)

四省商民反對(須列出最少兩省才給分)，成立
「保路同志會」/四川成立「保路同志會」，四
川總督下令鎮壓，使民情更為激憤。 (只寫
「四川保路同志會」不給分)

保路風潮
相 關 史
事，最多
3項。

⚫ 清廷急調湖北新軍入川增援
⚫ 造成湖北防務空虛，使革命黨有機可乘。

如何導致
辛 亥 革
命，最少
1項。考生表現：表現尚可，3.45/8分。



整體表現

• 共 1521 名考生選答題 2，選題百分率為
25.6%。

• 題 2 的平均分為11.96/20分，表現尚算滿
意。

• 大多考生明白文字、漫畫、圖片資料表達
的信息。

• 大多考生對此課題的史事有基本認識，但
欠深入，未能寫出具體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