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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休一會

小休一會

本地華人領袖和華人社團在英國管治下
的角色   頁249

東盟的發展：邁向地區合作 頁252

主題甲第6章   頁143－145

主題乙第3章   頁202－219

戰後歐洲經濟統合的進程（1947年至
2000年）   頁255

主題乙第4章   頁228－233

主題乙第1至5章   頁150－247

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頁256

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頁253

聯合國解決戰後危機的成效   頁254

主題甲第1至6章   頁46－145

1945－97年間香港主要的行政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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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000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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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2012至 2017年歷史科考生表現，普遍考生常犯錯誤如下：

卷一  資料回應題

概念方面

1. 混淆考試常用提問詞，如「看法」和「態度」、「影響」和「結果」等。

2. 未能了解及掌握常用提問詞的要求，如回答某一團體或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時，只闡述他們的做法，未有具體指出甚麼角色；處理某一事件是否「轉捩點」
時，只申述事件前後的改變，未有指出改變的持續性及重要性；處理「分別」
及「不同」時，只作出描述等。（可參考重要提問用語及關鍵詞）

3. 誤解或混淆歷史事件及概念，如誤以為「國際聯盟」等同整個「集體安全制」；
墨索里尼因經濟大衰退而掌權等。

運用資料方面

4. 未有按題目要求，有效運用資料作答。如題目要求「參考資料，解釋答案」時，
考生只引用有關資料的線索，未有解釋該線索如何達致有關結論。又或只指出
有關結論，而未有引用資料所提供的線索。

5. 處理文字資料時，胡亂引用資料作答，解釋答案時只改寫文字資料，未有針對
性地分析內容。

✗

✗

✗

✗

✗

考生常犯錯誤大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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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 試題趨勢情報

下表羅列了 2012至 2017年的文憑試世界歷史科各課題曾出現的題目，讓考生掌握試
題趨勢，並作重點温習，應考 DSE世界歷史科就更輕鬆！

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i)	 政治及行政轉變

1960 – 97 年間香港華人的政治參與 (2012 年卷二，題目 1)
1980 – 2000 年間中國因素對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性 (2013 年卷二，題目 1)
1950 – 1997 年間香港政治發展的不同階段及成因（2015 年卷二，題目 1）
中國因素對 1967 – 97 年間香港政治發展的影響（2016 年卷二，題目 1）
香港人政治意識提升的因素（2017 年卷一，題目 1）

20 世紀上半葉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的特徵（2017 年卷二，題目 1）

(ii)	 作為國際城市的發展

香港在 20 世紀初對亞洲發展的貢獻 (2014 年卷一，題目 1)

香港政府處理以下事件所帶來的問題的方法：(2014 年卷二，題目 1)

•香港前途問題 (1980 至 90 年代 )

•中國內地大批民眾移居香港 (1950 至 60 年代 )

•國共兩黨支持者的鬥爭	(1940	至 60 年代 )

•省港大罷工 (1925-26 年 )

20 世紀上半葉香港社會傳統與現代共存的概況（2016 年卷一，題目 1）

中國的現代化與蛻變

(i)	 早期現代化的努力──改革與革命

比較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 (2012 年卷二，題目 2)

孫中山的貢獻，及中國至 1920 年為止的現代化程度 (2013 年卷一，題目 1)

1919 – 49 年間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原因和情況 (2013 年卷二，題目 2)
清末新政及南京政府改革對改變中國的成就和局限 (2014 年卷二，題目 2)

革命是否暴力但有效使中國強大的手段（2015 年卷一，題目 1）

中共掌權前後的指導原則（2017 年卷一，題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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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開始，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評核只設公開考試，當中分為卷一（歷史資料題）
和卷二（論述題）兩部分：

形式 時間 佔分

公
開
考
試

卷
一

歷史資料題

•	 4題必答
•	 題目涵蓋課程必修部分 #（主題甲 (3)(ii)
及主題乙 (4)(iii)(b)除外）

2小時 60%

卷
二

論述題

•	 7題選答 2題
•	 題目涵蓋課程全部必修部分 #

1小時 30分鐘 40%

#「本地文化承傳研習」亦被納入必修部分

考試範圍是「必修部分」中的「主題甲」及「主題乙」：

主題甲  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課題代號

(1)	 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i) 政治及行政轉變 A1

 (ii) 作為國際城市的發展 A2

(2) 中國的現代化與蛻變

 (i) 早期的現代化努力—改革與革命 A3

 (ii)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及後毛澤東時代的「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的演變

A4

(3) 日本及東南亞的現代化與蛻變

 (i) 日本 A5

 (ii)  東南亞—從殖民地到獨立國家 * A6
*不設歷史資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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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與內地的關係及在亞太地區擔當
的角色

2.5.1	與內地的關係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政治 經濟 社會

1
9
0
0

 —
 4

5
年

• 辛亥革命前，香
港一直是反清分
子的革命基地

• 抗日勝利前，香
港一直是支援抗
日運動的基地

• 香港是進出口內地
貨物的轉口港

• 內地企業家及資本
自 1920 年代起流
入香港

• 中國是香港主要
的糧食來源地

• 香港接納內地移
民

1
9
4
5

 —
 7

8
年

• 內地爆發文化大
革命，造成香港
社會動盪，例如
六七暴動

• 聯合國對中國實施
禁運，使香港的轉
口貿易額下跌

• 香港接納內地移
民

• 就各種議題與內
地政府合作

1
9
7
8

 —
 2

0
0
0

年

• 中英兩國在 1980
年代就「香港前途
問題」談判，令港
人憂慮回歸問題

• 1989 年「六四事
件」激發部分港
人的愛國情懷，
譴責內地政府鎮
壓。港人對回歸
更為憂慮

• 1997年，香港回
歸中國

• 香港成為中外貿易
的門戶

• 香港資本流向內
地，港商於內地設
廠生產

• 香港接納內地移
民

• 就各種議題與內
地政府合作

香港屬英國殖民地，與奉行共產主義的中國關係疏離。

香港和中國在不少社會議題上相互合作，互補不足。當中包括改革開放前港人郵寄物資接濟

國內同胞，以及自 1964 年起中國向香港出售東江水以解決香港食水不足的問題。

2

3

4

5

6

7

8

9

1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發展 71

星 

期



2.5.2	香港在亞太地區擔當的角色

A.	經濟角色

時期 角色 備註

1950 年
前

轉口港 ‧ 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和美國間貿易的中轉站

1950 年
後

工業中心 ‧ 輕工業產品，如玩具及服裝在亞太區市場很受
歡迎

金融中心 ‧ 亞太地區的公司於香港股票交易所上市集資

物流中心 ‧ 1987年成為世界最大的貨櫃港口，同時也是區
內最佳的空運貨站之一

管理中心 ‧ 303間來自亞太地區的公司於香港設地區總部

展覽中心 ‧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是區內最受歡迎的會展場地
之一

問： 20世紀初的香港如何促進亞洲的發展？ (7分 )

答： 香港是西方和亞洲文化的交匯點。經濟上，香港是亞洲經濟的火車頭，
提供資金支持亞洲其他地區發展。文化上，香港把西方產品引進亞洲
市場，同時把西方文化傳入亞洲。

**題目為歷史資料題，除個人所知外，考生還必須運用資料作答。
2014 年卷一題目 1(b)

香港對亞太地區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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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主要衝突及為和平所
作的努力

第3章

1.	 追溯並解釋 1941	–	91 年間美、蘇兩國關係的發展。

2.	「只有透過國際協商，方可達致和平。」此說是否適用於 1946	–	91

年間的冷戰局勢？試解釋你的看法。

3.	 解釋冷戰於 1990 年代初結束的原因。

4.	 討論 20 世紀下半葉蘇聯對歐洲的影響。

5.	 選取以下事件中任何兩項，探討有關事件對冷戰發展的影響：

	 (a)	柏林封鎖（1948	–	49）

	 (b)	古巴飛彈危機（1962）

	 (c)	越南戰爭（1961	–	75）

	 (d)	戈巴卓夫成為蘇聯領袖（1985）

6.	 討論 1948	–	2000 年間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發展國際關係的有利因

素與不利因素。

7.	 你是否同意米洛舍維奇是導致 1980 － 90 年代巴爾幹地區種族衝突

的最重要因素？解釋你的答案。

8.	 討論美國在 1945	–	2000 年解決巴爾幹半島種族衝突及以阿衝突所

擔當的角色。

9.	 追溯並解釋 1948	–	91 年間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發展。

10.	就導致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結束一事而言，討論國民爭取及外來干涉

兩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	

11.	「1919	–	39 年間，國際聯盟未能維護世界和平；1945	–	2000 年

間，聯合國則成功維護世界和平。」你是否同意此說？試提出理據，

支持你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5 年）

冷戰 
（1946 — 91 年）

新國際秩序

干預

超級強國的對立：資本主義陣營（美國）
對共產主義陣營（蘇聯）

冷戰爆發與關係緊張（1946 — 68 年）

冷戰緩和（1968 — 79 年）

冷戰結束（1991 年） 蘇聯崩潰與華沙公約瓦解
（1989 — 91 年）

冷戰再起（1979 年）

1985 年起美蘇關係的改善

其他主要衝突
•	 以阿衝突
•	 巴爾幹地區的種族衝突（南斯拉夫）
•	 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

聯合國
•	 維持和平的努力（角色）
•	 成效與局限

本章提及的戰後衝突分為冷戰 (3.1) 和其他三項主要衝突 (3.3)，包括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衝

突、巴爾幹半島的種族衝突和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考生應留意整個 3.3 只會於卷二論述題設

題，所以對於三項衝突的過程，考生只須大致描述它們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主要發展，特別注意

國際組織 ( 尤其是聯合國 ) 在事件上所擔當的角色。

4

5

6

7

8

9

4

5

6

7

8

9

1

2

3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主要衝突及為和平所作的努力 189

星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