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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西周第一次封建圖 題目：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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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西周第二次封建圖



年份 歷史事件

公元前719年 衛公子弒其兄自立為諸侯。

公元前712年 魯公子弒其兄自立為諸侯。

公元前707年 鄭莊公不朝覲；周天子發兵伐鄭，結果中箭大敗。

公元前690年 齊襄公兼併紀國。

公元前689年 楚文王繼位，及後兼併申、鄧、息三國。

公元前681年 齊桓公會盟諸侯，並平定宋國內亂。

公元前632年 晉文公抑制楚國擴張，並會盟諸侯。

資料三：



問題
(a) 根據資料一，回答下列各題：

(i) A、B和C分別代表哪個封國？把英文字母連同答案
寫在答題簿內。(3分)

(ii) 承上題，說明周武王這樣分封的兩個目的。(4分)

(b)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周公如何透過第二次分
封達致開拓疆土和鞏固周天子地位的目的。(8分)

(c)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春秋時期政治方面的特
色。(10分)



評分參考重點

3 

(a)(i)

答案

A：霍 B：殷 C：管 (每項1分)

評分須知

• 如答案有錯別字，不予給分。

• 如有重覆答案，屬取巧，不予給分。



評分參考重點
(a)(ii)

答案

把紂王子武庚封於殷，(1分)目的是安撫殷民，/以示不絕商祀；
(1分)

把叔鮮、叔度、叔處封於管、蔡、霍，(1分)目的是監視殷民，/
防範他們叛變。(1分)

評分須知

• 須有史例，配以正確目的，方可給分，單寫目的，不可給分。

• 史例配以錯誤目的(混淆分封的目的) ，不給分。

• 將史例全部列寫，後將目的也全部列寫，沒清楚正確分別配對，
也不給分。

• 如考生指出管、蔡、霍的作用在拱衛周室/鎬京，也可接受。



評分參考重點
3b 

問題

根據資料二，並援引史實，分析周公如何透
過第二次分封達致開拓疆土和鞏固周天子地
位的目的。(8分) 



評分參考重點
開拓疆土：(4分)

• 封同姓宗室，如召公奭於燕、封伯禽於魯等，/把勢力
拓展至黃河下游(和淮水)、 /東方(及東北)一帶。

• 封異姓功臣呂望的兒子呂伋於齊，/將勢力東移、/黃
河下游；/擴大領土，以鎮撫徐戎、淮夷。

• 封宗室唐叔於晉，/以佔領戎狄聚居之地。

鞏固周天子地位：(4分)

• 封商紂王的庶兄微子啟於宋，/藉此安撫殷商遺民，籠
絡民心。

• 封宗室康叔於衞，/監視殷商遺民，以防其作亂。

• 封宗室唐叔於晉、康叔於衛，/藉以拱衞周室。



評分參考重點
評分須知
• 「開拓疆土」和「鞏固周天子地位」各有三項評分
要點，任答兩項，每項2分，如首兩項不獲足夠4分，
可於考生的第三項或其餘作答資料考量是否再給分
數。

• 如同a部，須有史例，配以正確目的，方可給分。
• 「開拓疆土」部份，考生於開拓範圍能正確列寫其
中一項即可。

• 如考生綜合列寫史例，目的只籠統寫全都是「向東
方擴張」，縱使內容正確，最高只可給3分。相同原
理，考生即使分項列寫，但於開拓範圍只能指出
「向東方擴張」，最高也只給3分。

• 「鞏固周天子地位」部份，給分考量原則如同「開
拓疆土」部份，惟須留意考生須將目的明顯扣連與
「鞏固周天子地位」的關係，否則最高只給3分。



3c

問題

•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春秋時期
政治方面的特色。(10分)



3C 評分考量
1 緊扣題旨

• 題旨：從表列資料整理及總結出春秋時期政
治方面的四個特色：周室地位衰落、霸政出
現、列國兼併、篡弒頻仍。

• 考生須按上述方向，以表列資料作延伸述說，
援引史實分析政治方面的四個特色。

• 如考生並無方向或特色總結，只散亂欠組織
地按表列延伸解說，縱使內容並無重大偏離，
已屬欠扣或不符題旨。如屬此類，最高只於
中卷(4-6分) 量分，如內答理據欠佳，更只
能於下卷量分。



2 論據充足，內容平衡
• 多角度分析
• 須從周室地位衰落、霸政出現、列國兼併、篡弒頻仍四
項特色分析，論據充足及準確。

• 如考生只從三項特色析論，縱其內容豐富，只於Level 
4的7-8評分，最高不超過8分(宜於7分考量)，如內容論
據一般，只於Level 3的4-6評分，最高不超過5分，如
內容疏略，只能於Level 3的4-6底部的4分考量。

• 如考生只能從兩項特色析論，縱極完備，只於Level 3
的4-6評分，給分最高不應超過5分，如內容論據一般，
給分不應高於4分，如內容疏略，應予4分以下分數。

• 如考生只從一項特色析論，不論內容理據是否充分，不
可給高於Level 2的2分的分數，如內容疏略，只於
Level 1的0-1評分。



綜合題旨及內容論據兩項，表列給分參考如下：

題旨 內容論據 角度/特色 給分

緊扣題旨，每項敘述
俱有效扣連與春秋時
期政治特色的關係。

內容史例充足，理據充分，能
就四項特色詳細析述，內容平
衡，答案準確完備。

4 9-10

能扣題旨，能藉資料
及史例析述春秋時期
政治特色，扣題尚佳。

答案大抵準確，內容史例尚可，
但稍欠平衡，個別特色析述稍
欠充分，但整體尚佳。

3 7-8

尚可扣題，但個別特
色扣題不足，效果一
般。

內容論據鋪陳詳略欠均衡，答
案稍欠準確及有遺漏，未能完
整析述所有特色，只有個別特
色符合要求，整體效果一般。

2 4-6

只個別特色扣題，整
體未能有效扣題

內容論據有欠均衡，答案欠準
確及有錯誤，只能抄寫資料及
就個別特色析論，效果欠佳。

1-2 2-3

未有扣題 內容論據疏略失衡，以抄寫資
料為主，析述錯誤，遠離題目
要求。

1 0-1



內容論據之考量

特色 史例/論據 延伸述說/從史例反映的情況

周室地位衰落 鄭莊公不再朝覲，周
桓王發兵伐鄭，反為
鄭國所敗。

平王東遷後，周室地位衰落，
天子難得諸侯尊重，聲望實
力大不如前。

霸政出現 齊桓公會盟諸侯，領
導各國平定宋國內亂；
晉文公抑制楚國擴張，
並會盟諸侯。

由於王命不行，強大的諸侯
便乘機代替周天子擔當共主
角色，以「尊王攘夷」為名
號令天下。

列國兼併 楚文王兼併申、鄧、
息三國，齊襄公兼併
紀國。

春秋時期，諸侯為擴張勢力，
不斷發動戰爭，兼併其他小
國，無視封建安排，周室無
法維持封建秩序。

篡弒頻仍 衞公子弒其兄自立為
諸侯、魯公子弒其兄
自立為諸侯。

春秋時期，各國內部亦時有
政變，更出現卿大夫以下犯
上，篡奪諸侯之位的情況，
無視宗法禮教。



內容論據之考量

• 考量考生作答的內容埋據是否充足完整，資料是否有組織及
妥善，可參考上表，如是良好的論述，每個論點應包含上述
表列的三個部份。

• 每項特色及其論據所佔評分比重應相若，不應因個別特色的
詳略而影響評分。

• 如考生將兼併篡弒合而論之，要視乎其內容是否充足及完整
分別說明兼併和篡弒的情況(如上表列要求)，如果只籠統簡
單，不可視作考生已從2個角度分析。

• 接受考生用不同的特色析論，如封建宗法/禮法敗壞等，但
其舉証內容須符合資料所提供的方向及範圍，並能顯示多角
度分析，這基本原則不變。

✓例如不能以「周室衰微」或「政治混亂」為名，將兼併、篡
弒及霸政綜合其內，但並沒另行獨立析述，如屬此類，斷不
能認為考生已從4個角度分析。

✓但如考生只以兼併、篡弒及霸政等作為例子說明周室如何衰
微，然後再有詳細分項說明，又作別論。



考生示例表現



樣本A

• 考生答對A及C，2分。B的殷為錯別字，不給分。
• ai獲2分。

ai
√

√



aii
目的

目的史例

考生準確指出分封的2個史例及目的，獲4分
ai＋ii：2＋4＝6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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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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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用



相關史例及論據

非
地
圖
資
料

宜用於「鞏固天子地位」

考生已於上頁取得4＋4的分數
b獲8分



論點一

援
引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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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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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c



論點二
及三

援
引
回
應
資
料

1

2

3

考生兼併篡弒
合併而論



論點四

援
引
回
應
資
料

1

2

考生充分引用及回應表列提供的資料，史例論據充足，每個論點俱
有完整的結構：特點、主論據及其他相關史實的延伸述說，能就論
點作有條理的補充說明，史實充足、準確及扣題而論，表現優異。



示例一：考生整體表現

• 考生整體對課題有深刻認識，不論地圖題
或文字表述題俱有優異表現，能準確應對
題旨，論據充足，對題目作有效回應，為
典型的上卷例子。



樣本B

√ √ √ 3分
史例

史例 目的

目的

考生於ai及aii獲3＋4＝7分

√

√
√

√

4分

ai aii



b

IR

IR

展示大
量封國

展示大
量封國

鞏固天子地位

？

√



開拓疆土

？

考生雖篇幅甚多，但無關、錯誤及欠確當史例甚
多，且不少目的配以大量封國史例，含糊龐雜，
未能有效回應題目。

b：2分

欠史例，拓展範
圍亦欠確當



周
室
式
微

霸
政
興
起

c



篡
弒
兼
併

考生大體能扣題而論，能從周室衰微、霸政興起及篡弒兼
併幾方面討論，惟稍欠均衡，尤以篡弒兼併較弱，史例亦
欠確當，尚幸周室衰微和霸政興起的理據較多，惟頗集中
霸政方面，組織脈絡未算鮮明。整體表現仍可，給中卷分
數。



示例二：考生整體表現

• 考生於a部表現尚佳，能全取分數，c部亦
不過不失，獲中卷分數，但b部則未如理想，
未能準確應對題目要求，致拉低全題分數。
但綜合整題表現，尚有中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