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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分析 2020文憑試中國歷史科試卷（卷一） 

根據考評局資料顯示，今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歷史科的總報考人數為 6,079人，較去年減

少 360人。本會對今年中史科試卷（卷一）的簡略分析如下： 

 

 卷一 

⚫ 卷一必答題出了春秋戰國、抗日戰爭。 

 

⚫ 春秋戰國及抗日戰爭是今年的較熱門課題，考生應有充分的準備。 

 

⚫ (a)(i)分題問及春秋時期的現象，以直問及找出證據題型為主，考生較易掌握，不難得出是指

「周室衰微」，資料內容清晰，可直接找出相關證據，諸侯僭越周禮(天子用九鼎，但鄭國公祭

祀坑內卻有以上規格)，諸侯打敗天子軍隊，以下犯上，可見周室威望全失。 

 

⚫ (a)(ii)分題是解釋題。命題清晰指出兩個作答方向，即平王東遷及封建崩潰如何導致「周室衰

微，如考生對相關的背景熟悉，應不難掌握。 

 

⚫ (a)(iii)分題問及戰國時期的現象，又是以直問及找出證據題型為主，考生較易掌握，只須多

判斷何者是最合適答案，直接從資料中找出相關證據，因吳起、蘇秦都是有名的辯士、外交

家，游走多國，以宣揚自己的主張。 

 

⚫ (a)(iv)分題問及戰國時期學術下移如何導致(iii)平民興起及百家爭鳴現象出現，問法直接，

考生易掌握，只須多引史實加以論證。 

 

⚫ 而 b(i)問及漫畫一所述是什麼事件，為「九一八事變」，因三項證據非常明顯，漫畫刊登年份

是 1946年，提及「十五年前的童話」，即為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年。另外，蔣介石行不抵

抗政策，指示張學良不對日軍作任何防備，引致日本乘虛入侵東北等。 

 

⚫ b(ii)問及判斷漫畫對蔣介石的態度，為「諷刺」，又是找出證據證明。漫畫二是 1949年(時值

國共內戰)，蔣介石正在「認真閱兵」，圍剿共產黨，對比起漫畫一的「不抵抗」，態度有所不

同，1931年面對外敵侵略、國難之際，卻堅持內戰而不集中力量對外。 

 

⚫ b(iii)為是否同意題。須引史實論證你是否同意漫畫家觀點，題型開放，若論同意，會較易處

理。 

 

⚫ (b)(iv)要描述兩張宣傳品日軍形象之不同，亦是要找出證據，考生須對相關背景有充分理解。

宣傳品一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呼籲國民「萬眾一心誓滅倭寇」，日軍被打在地上，而宣傳品二

則是日軍高呼萬歲，寫有「華北華中的日軍完全連絡」，不同之處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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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v)要承上題，為何有不同描繪，考生如對上題不理解，2分容易失分。考生要知悉在首階

段抗戰時期，中方因軍事技術不及日本而敗，但在第二階段，中日展開持久戰，最終中國取得

勝利。 

 

⚫ (b)(vi)為是否同意題，只佔 3分，主要史實範圍是「徐州會戰」前後，考生須對抗日細節內容

有所掌握，辨識資料的正確觀點，作答方向應為當時國民黨及共產黨的軍事戰略，日本完全佔

領華北華中地區，日軍相連，才是資料的正確觀點，而不是「片面」看日本萬歲。學生同意，

要指出日方侵華首階段憑先進軍備、速戰速決策略下獲勝，故迅速攻佔大量土地；不同意應該

指出國民黨戰略性撒退至西南地區，於四川、雲南抗戰，共產黨在敵後方農村建立根據地，日

本只佔領大城市，但未能攻佔農村地區及西南地帶。 

 

卷一第二題出了漢武帝，也是熱門課題。 

 

⚫ 問及漢武帝改變治國思想背景，問法直接，兩則資料有相關方向提供，但史實上考生未必可一

一列出，漢初匈奴問題由來(白登之圍及和親)、劉邦廣封宗室、豪強興起等，不利鞏固政權，

須改治國思想，6分題目亦頗考技巧。 

 

⚫ 回應(b)時，為分析原因，往年考題也有問及，考生須多引史實，從中多角度分析，結構須完

整，才可獲高分，如自幼受薰陶、黃老思想不合時宜、儒家主張大一統，隆君權，興教化，為

中央集權提供根據，助穩定社會。 

 

⚫ (c)為印證題，往年考題也有問及，考生須了解「新經濟政策」的局限及影響，並緊扣資料所

示，以史實加以佐證。 

 

卷一第三題出了隋文帝、唐太宗，也是常問內容。 

 

⚫ 為是否同意題。15分題要有正反立論，才可有高分，資料內容直接，核心為有否使廣大百姓受

惠及為唐盛世奠基。考生要從文帝節儉、勤政、休養生息，緊扣到「百姓受惠」四字，亦要提

及隋文帝如何利唐代盛世，回應的角度頗多。 

 

⚫ (b)題三問問法不常見，似中文科題目。主要考考生的延伸知識，但(iii)題相對有難度，少有

(基乎沒有)教科書有提到「貞觀政要」四字。 

 

⚫ (c)題又是印證題。考生須從三個方面分析，緊扣太宗施政是「先存百姓」，以百姓利益為先，

相關史實較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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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四題出了元明集權。 

 

⚫ 在回應(a)元代行省如何有利地方管治時，考生須按資料所示內容，引用一定的史實，加以論

證，一般考生對元代中央集權有掌握及認識，因今年是大熱，考核他們當中內容理解，題型熟

悉。 

 

⚫ 在回應(b)明君主集權時，沒有任何資料提供，考生對集權措施不陌生，只須緊扣「君尊臣卑」

便可，著重歸納技巧，題目問法直接，但要做到深入分析較難。 

 

卷一第五題出了八國聯軍及辛亥革命。 

 

⚫ 在回應 a(i)時，為常見的「執分題」，寫出圖一所指戰爭及證據，佔 2分，考生全取不難。 

 

⚫ 而 a(ii)，只有 4分，須分析八國聯軍之役對國防及民族自信的影響，常見的作答方向，可點

到即止。 

 

⚫ 而 b(i)、(ii)題，提問較直接，只須對「鐵路國有化」政策有一定理解，以及它與武昌起義成

功的關係，考生不難處理。 

 

⚫ 而(c)、(d)題，提問較直接，分別為填充題及是否足以題，考生對「辛亥革命」並不陌生，有

一定理解，資料二、三的內容淺白，容易從不同角度回應題旨所問。 

 

卷一第六題出了袁氏帝制及國共合作，也是次熱門課題，此題分題較多。 

 

⚫ (a)、(b)、(c)多為填充、配對，考生較易取分，問法實屬罕見，為「執分位」，一定程度減低

了考生選題的難度。 

 

⚫ (d)題須分析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背景，資料三提供了三點內容，按點延伸回應便可。 

 

卷一第七題出了文革。 

 

⚫ 題須分析文革的背景，資料一提供了兩點內容，亦是按點延伸回應便可。。 

 

⚫ (b)題問得較刁鑽，須說明「文革」兩個特點，應為屬群眾運動性質、領袖崇拜。 

 

⚫ (c)題問法直接，問文革對政治、經濟、文教影響，過往常問，只有 9分，因此考生要寫得快，

又要答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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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題目較正路，不是太深，但要顧及的細節位頗多，相信是取高分關鍵。課題內容亦是常

見之問法，主要考考生是否讀熟所有課題，短題目不少，分數多為 1分、2分、4分，偏向必答題

化。另外，今年沒有 25分長論述題，實為罕見，選答題的資料也不少，資料題較上年而言，選擇

題、填充題、直問式題、資料分析題較多，同意題、「資料是否全面反映」這類題型連續兩年出現，

但所佔的比例不多，缺乏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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