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2024年中國歷史科 試卷二
單元三 時代與知識分子
考生表現與樣本示例



孔子遊經泰山，見一婦人哭於墓前，原來她的親
人接連被猛虎咬死了。孔子問她為何不搬遷，她
說：「此處無苛政」。孔子感歎：「苛政猛於
虎」。

整理自《禮記‧檀弓》

7. 資料一：

《論語‧八佾》

資料二：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為政》

資料三：

(a) 根據資料一、資料二和資料三，並援引史實，
孔子提出了什麼主張以回應所處時代的問題？為
什麼他的主張不為當時的國君所接受？(15分)



評卷參考

回應時代問題的主張 （包括孔子所處時代
問題、主張［說明〕及期望效果）

資料一（「苛政」）：以仁德治天下/仁政

⚫當時社會混亂，國君不恤民情 /對內施行苛法 /

加徵賦稅 /對外為擴張勢力而攻打別國。［問
題，舉一項〕孔子主張以仁德治天下 (仁政德
治)/，國君以仁心行仁政［一項主張名目〕，善
待百姓，使他們安居樂業；又強調國君應以身
作則，用德性感化百姓 /認真工作/講究信實/節
約用度 /愛惜手下的官員和人民 /徵調人民工作
要不違農時［一項說明〕，上行下效，百姓誠
服（/歸順），天下自然安定。［期望效果〕



回應時代問題的主張 （包括孔子所處時代
問題、主張［說明〕及期望效果）

資料二、資料三（ 「八佾舞於庭」）：禮治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周文疲弊） /僭禮［問
題〕，魯國大夫季氏「八佾舞於庭」為違禮之
事。孔子提倡恢復禮治［主張名目〕，強調人
該按身分依禮行事/教化） ［說明〕，令社會秩
序得以重建 /百姓得到教化［期望效果〕。同
時，孔子認為刑法只會令百姓不敢犯罪，但禮
卻令他們知所羞恥［期望效果〕，效果比刑法
更佳。



回應時代問題的主張 （包括孔子所處時代
問題、主張［說明〕及期望效果）

資料二（ 「八佾舞於庭」）可接受：

⚫正名：面對春秋時代諸侯的兼併篡弒/僭禮［問
題〕，孔子認為這是「名不正」的結果，因此
在回應子路提問時，孔子提出正名［主張名
目〕分是治理國家的要務。孔子主張「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說明〕，強調正名，撥
亂反正，使上下有序［期望效果〕，各按身份
的職守奉上，才能令社會安穩，國家太平，達
至小康之世；提倡禮治，令百姓知所羞恥［期
望效果〕，效果比刑法更佳。（要回應資料三
的效果方為完備）



主張不為當時國君所接受的原因：

⚫仁政德治固然是治國良方，但在短時間內卻難
見成效，難以切合當時列國爭霸、重視功利的
追求/禮治思想亦難以為篡位擅權的諸侯、大夫
所採用。孔子主張與時勢所需不能配合，故不
為當時國君所接受。 (原因＋說明)

其他可接受的答案：（要以孔子其中一項主張，
如仁政切入方為完備）

⚫春秋時代百家爭鳴，其他思想（例如法家），
更切合列國爭霸需要。

⚫國君被其他大臣勸阻，難以重用孔子的主張。

⚫孔子和國君理念不同，以致孔子不願出仕。



考生表現
（a）大部分考生理解題旨，表現尚算滿意。

考生對「仁政」的理解尤佳，能詳述「仁政」的內容；對
「禮治」的理解一般，多未能提出令百姓知所羞恥。

表現優異者能根據三項資料，逐一闡釋孔子政治主張的內
容如何解決所處時代的問題，並附以史事為例說明，內容豐贍。

表現一般者亦能指出所處時代的問題，並能簡述孔子政治
主張的內容以回應，惟未有引例說明，誠屬可惜。表現較遜者，
只能點出孔子政治主張的名目，或僅抄錄資料原文作解釋，同
時未能說明政治主張如何回應時代問題。

至於孔子的主張不見用於當時國君的原因，大多考生能提
出不同理由加以說明，如「難以切合當時實況」、「短時間內
難見成效」、「難以為篡位擅權的諸侯、大夫所採用」等，表
現優異者能援引孔子的政治主張或史例說明；惟不少考生解說
多流於泛論，未能援引孔子的政治主張或史例說明，美中不足。
當中從孔子的角度解釋他不出仕之原因，偏離題旨。



(b)試援引史實，分析孔子在以下兩方面的教育貢
獻：(10分)
⚫ 聚徒講學、培育人才
⚫ 整理典籍、承傳文化



(b)試援引史實，分析孔子在以下兩方面的教育貢
獻：(10分)

孔子對教育貢獻：
⚫ 聚徒講學、培育人才

說明/例子：孔子開創私學，有教無類，廣收
弟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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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向他行拜師禮，都可得到
他的教導)



(b)試援引史實，分析孔子在以下兩方面的教育貢
獻：(10分)

孔子對教育貢獻：
⚫ 聚徒講學、培育人才

據稱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較著名的有七十二
人，例如以德行見稱的顏淵/閔子騫/善於辭令
和游說的宰我和子貢 /以從政見著的冉有和季
路、以文學出色的子游和子夏。(需有一個以上
弟子名字及其貢獻舉隅才可視為詳實說明。)



(b)試援引史實，分析孔子在以下兩方面的教育貢
獻：(10分)
⚫ 整理典籍、承傳文化

說明/例子：孔子(1)整理《詩》、《書》、
《禮》、《樂》、《易》等典籍(一例)，配
合其主張的仁、德思想，以承傳文化、弘揚
道德；(2)又編纂《春秋》，褒善貶惡，藉此
撥亂反正/以宣揚重禮、正名等思想。（孔子
整理的「六經」被奉為儒家經典，成為中國
二千多年來的道德和學術基礎。）



考生表現
（b）考生能正確理解題，表現尚可。

表現優異者能從多角度闡析孔子在教育方面的
貢獻，論有所據，內容豐贍。考生能指出孔子開創
私學，將學術由貴族壟斷傳播至民間，令教育普及
化；又詳列孔子弟子名稱及其成就，從而印證孔子
培養人才的貢獻；再者更提出孔子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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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未能援引相
關史事說明，或只列舉孔子弟子名字或「五經」，
論據欠完備。

表現稍遜者，內容夾雜不少舛誤史實，如孔子
辦私人書院以普及教育、整理「四書五經」和將其
弟子編纂的《論語》視為孔子整理典籍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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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示例 (樣本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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