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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盡 100%努力。 
要突破自己，就要起碼每次盡 120%努力﹗ 

中國 – Quiz#6.1 評分指引及考生表現 

 

a問評分注意 

 平均分： 

 題目規定一項困難，第一項困難以外的內容不予評分。 

 題目規定一項線索，第一項線索以外的內容不予評分。 

 困難部分作答錯誤，線索及解釋部分不予給分。 

 困難應帶來負面的成份。部分同學作答困難時，未能清楚指出是困難。例如： 

 困難是改革需要改變很多傳統/中國的本質/大部分體制需要改革  SO？

困難是？ 

 部分同學使用的資料線索過短或過少，使論證上欠缺充分論據。雖然題目規定

一項線索，但同學可以使用一句完整句子，或位置前近的前後句作線索，避免

線索過少，以致論證欠說服力。 

 以下論點不能獲得滿分 

 指困難是缺乏足夠時間和機遇。因資料第一段重心是原本中國的體制根深

柢固，所以才需要大量時間和機遇去改革。因此，困難的著眼點應為傳統

體制根深柢固而非時間不足。 

 以下論點不獲給分 

 指困難是民眾不支持，因資料指「就民意支持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

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再加上機遇，我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

分目標」。然而，同學需要留意，袁世凱未有清晰討論民意支持與否，他只

明確指出若然有足夠時間同機遇，改革就能實現太多目標。 

 指困難是缺乏資金。然而，資料只是指「現時最需要改革的是我們的財政

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改革經濟制度並不等於是缺乏資

金，因此不獲給分。 

 指困難是缺乏有效的財政系統，但資料只是指「現時最需要改革的是我們

的財政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此並非未有指出困難為何。 

 指困難是專制的帝制。你覺得袁世凱敢係 1908年作反？？？公然反對帝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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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問評分注意 

 平均分： 

 最少要有 2項準確且充分論據。但只有 2項論據者，稍有瑕疵，不獲滿分。 

 部分同學未能討論滿清政府腐敗不可靠，不能依靠滿清政府救國，故此才必須

要靠革命救國。由於此乃重要理據，未能指出此項論據者，不獲滿分。 

 同學應留意孫中山演說的對象是留美華僑，因此準確而言，孫中山是想爭取留

美華僑支持革命。 

 部分同學理解錯資料 Hoping to rely on the Manchu and aiming to destroy 

revolution, they put forward evil advocacy by saying ‘supporting the monarch can 

save the country’ and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can strengthen the country’ 猶欲

倚滿洲為冰山，排革命為職志，倡為邪說，曰「保皇可以救國」，曰「立憲可

以圖強」  以為此是指孫中山是清政府是邪惡，然而，孫中山是指有人中傷

革命黨，指革命是邪惡之說。 

 

 

 

 

 

 

 

 

c問評分注意 

 平均分： 

 S一半分數，K一半分數 

 支持/不支持革命一半分數，支持/不支持改革一半分數 

 部分同學未能分清革命和改革部分作答 

 大多同學選擇當革命者時，側重改革的局限而非革命的好處 

 討論了辛亥革命成功後的史事 

 推翻帝制 (中華民國於 1912年 1月 1日成立，清帝於 1912年 2月 12日

退位) 

 五族共和 (孫中山於 1912年才開始提倡) 

 部分同學理解錯資料 A： 

 以為資料 A講晚清沒有錢，資料中「現時最需要改革的是我們的財政制

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沒有明確指清有或沒有錢。 

 指資料 A反映清只是著重經濟改革，不重視政治改革。然而，資料未有提

及，並不代表清著重/不著重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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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資料 B欠準確 

 部分同學理解錯資料 Hoping to rely on the Manchu and aiming to destroy 

revolution, they put forward evil advocacy by saying ‘supporting the monarch 

can save the country’ and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can strengthen the 

country’ 猶欲倚滿洲為冰山，排革命為職志，倡為邪說，曰「保皇可以救

國」，曰「立憲可以圖強」  以為邪說是形容清政府的改革，然而邪說

是孫中山認為立憲派指革命派是邪說 

 部分同學理解錯‘promoting education’ and ‘fostering businesses「倡教育」、

「興實業」  以為是革命黨主張做的行為，然而這是孫中山批評清政府

改革只是著重枝節，小修小補 

 部分同學指出參與革命的人當中有不少是新軍將領，指因而支持革命。然

而，此乃羊群心理，並非是支持革命的有效論據。相反，不少新軍將領支

持革命正正是反映其對改革失望，是不支持改革的論據。 

 部分同學指支持革命的原因是  The reason why Chinese revolution is 

difficult is not the strength of the Qing government, but our lack of 

determination.中國革命之難，不在清政府之強，而在吾人之志未決  但

人民參與革命的意志未決並非是支持革命的原因。 

 部分理據過弱/欠準確 

 指相信辛亥革命後能夠廢除社會陋習，然而晚清時期都有相關改革，為何

你相信革命成功後能夠廢止，但晚清改革則不能？ 

 使用資料 A指清政府嘗試做財政、金融改革，然後用就我所知指清政府的

改革缺乏誠意，就利用政治改革的內容去嘗試做反駁/比較。然而，清政府

政治改革失敗，不代表經濟改革失敗，兩個範疇的差異性太大，使用政治

改革作反駁並不合適。  

 

 

S：                           K： 

 

 

改革： 

 

革命： 

 

總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