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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配合 2009 年 9 月開始實施「三三四」學制，2007 年公佈了《中國

歷史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以下簡稱指引）。指引指出史料研

習是課程規畫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則，「歷史資料的恰當運用是學習歷史的

基礎，運用資料研習的學與教策略可讓學生透過運用、處理歷史資料的

實際經驗，掌握運用歷史知識的方法，發展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課程

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頁 62）。而 2012 年開始的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亦配合課程，「力求融合現時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

考1的精神，擬題原則避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務求能夠全面考核學生不

同的能力」，因此，在卷一及卷二會運用歷史資料擬題，卷一更會設一題

涵蓋甲、乙部的歷史資料題，提供多項資料，讓學生「運用各種探究方

法整理史料，建立概念」（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頁

74，77 及 80）。 

為落實史料教學，筆者在教材設計及教學上曾作了一點嘗試。教材

設計方面，在 2008 至 09 年擔任教育局中國歷史科借調老師期間，曾為

課程發展處設計一套支援教材，名為《探究式學習與歷史材料的運用》。

在教學方面，在 2010 至 2012 年度任教最後一屆應考高級程度會考的中

六、七級學生，曾在課堂教學、課業、考評等安排了不同類型的史料學

習活動及練習（見附錄一）。  

這些工作都是從老師的角度著眼，希望能配合課程與考評的要求更

                                                 
1香港中學會考在 2006 年修訂命題模式，其中一項重要改革是運用歷史資料擬題。香

港高級程度會考自 1994 年開始，已在中國歷史科卷一引入歷史資料題。 

 

學生眼中的史料學習 

陳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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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落實史料教學。但其實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他們怎樣看史料學習？

怎樣評價史料教材與相關的活動？本研究希望透過探討學生對史料學習

的看法，一方面可作為個人教學的反思，更希望可進一步作為優化中史

教學的參考。 

二、研究方法及問題 

是次以記名問卷形式，目的是如有需要，可就學生的意見進行較深

入的訪談。問卷設計既有封閉式題目，也有開放式題目，目的是希望學

生詳細寫下看法，可較深入了解學生的想法。研究對象為 2010 至 2012

年度在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修讀中國歷史的中六、七級學生2，收回問

卷共 24 份。進行問卷調查時，老師先講解問卷調查的目的，讓學生就問

卷中不明白的地方提問3，然後讓學生回家翻看過去一年多的練習，仔細

思考填答，一星期後把問卷交回。 

問卷（見附錄二）內容主要圍繞兩方面：第一，學生怎樣看史料學

習？第二，學生怎樣評價史料教材？ 

三、學生怎樣看史料學習 

指引提出「讓學生成為知識追求的主體，讓這個主體的價值觀點與

歷史事實相遇，便可形成最理想的歷史學習方式。因此，中國歷史的學

習不應是單向而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應包括一個歷史探究的過程。在

探究的過程中，透過對史料的理解和批判、歷史因果的分析……學生可

以提升各種高階思維能力，進而逐漸建立個人的史觀與史識」（課程發展

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頁 52）。這是課程設計者的願望，但

學生如何理解史料學習？學生是否喜歡史料學習？史料學習能否達致指

引提及的目的？這是本研究希望探討的第一部分問題。 

（一）學生喜歡史料研習的模式多於以老師主導講授的教學模

式 

                                                 
2該班學生在香港中學會考中史科的成績，共 5人取 B，12 人取 C，7人取 D級。 
3有學生不明問題 1A「板書」一詞的意思。另外，原來學生慣性以 1代表最喜歡，結

果部分問卷須派回再修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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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問卷題 1，希望了解學生喜歡哪一類教與學模式，又喜歡哪一

類史料學習模式。 

表一：學生喜歡哪一種教與學模式（問卷題 1） 

1.以下是五種在過去一年多曾運用的教

與學模式。你最喜歡哪一種（請填寫 1

至 5。5 為最喜歡，1 為最不喜歡）？ 

5 4 3 2 1 分數4
 

A.由老師運用板書/電腦簡報，講解教學

內容。 
2 8 3 6 5 2.83 

B.由老師帶領討論歷史資料，由理解、

分析、整合、評鑑，逐步建立對問題的

看法。（如明太祖的士人政策，見附錄

三） 

9 7 6 0 2 3.87 

C.在課堂設計問題情境/提出問題，提供

多則來源不同的資料，讓學生分組討論

及展示研習成果。（如唐代盛世，見附

錄四） 

5 2 6 8 3 2.91 

D.以測驗形式進行歷史資料題練習。 6 5 7 5 1 3.41 

E.專題研習：從不同途徑蒐集資料，結

合文獻及廣州實地考察資料（以辛亥革

命為主題），進行分析、組織、撰寫報

告及匯報。（見附錄五） 

2 2 2 5 13 1.95 

從題 1 數據可以印證指引提到歷史探究是理想學習方式的觀點。24

位學生中，只有 2 位學生選擇最喜歡由老師運用板書或電腦簡報講解，

其餘22位都較喜歡其他不同類型的史料學習方式。其中，學生最喜歡B，

得分為 3.87；其次是 D，得分為 3.41；再次為 C，得分為 2.91；較不喜

歡 E，得分為 1.95。 

有學生指出「最不喜歡 A 的原因，不諱言地說：略悶。無論有怎樣

美妙的電腦簡報，對學習的投入感和興趣亦不會大幅度提升，即使有生

動的教學，有時亦敵不過周公的呼喚」。選擇最喜歡由老師講解的學生，

其中一位認為「簡報有圖畫，生動有趣，有時有關資料，如朱元璋樣子，

                                                 
4最喜歡為 5分，最不喜歡為 1 分，每項乘以選擇的人數，各項總和，再除以填答問卷

人數，從而得出分數。分數愈高，代表愈多學生喜歡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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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但學生所舉的例子，其實也是採用了史料教學，只不過該課堂是

運用了電腦簡報展示兩幅分別由明人及清人繪畫（樣貌迥然不同）的朱

元璋畫像，然後要求學生討論哪一幅較可信及提出理據。餘下一位認為

「用黑板可簡單而精要列出課題重點，可抄筆記，更專心。用簡報教學，

它本身用簡單句子已道出史料，且顯示的地圖更有助了解當時形勢及記

憶」。可見對某些學生來說，老師能清晰講解、善用教具，配合學生恰當

地運用學習策略，老師「單向」講授仍可以是一種直接有效讓學生掌握

緊迫課程內容的教學方式，不過喜歡這形式的學生只屬少數。 

學生最喜歡的 B 項，其實是參照公開考試歷史資料題的模式，只是

由老師設計工作紙，逐步引導學生思考，通常在兩課節就能完成。他們

喜歡這模式能夠有步驟地指導他們處理歷史資料題的技巧，例如：「有助

對史事有更深的印象和了解，而且亦有助在答題時想出反駁的理據，又

或在 DBQ 寫出自己的看法。」、「可以先有自己思考的時間，再有老師

帶領我們去進行一系列的史料分析整合，到下次自己再面對資料時就可

採取同樣的方法。」、「老師帶領討論能直接清楚歷史資料。」、「由老師

帶領我們去做深層次分析討論，令同學更專注，能一次過解決平日學習

上的問題，能加以糾正。」、「有老師的帶領會更易掌握。」、「可以逐步

逐步了解答題的方法，由對資料的理解及如何處理題目字眼，都有很大

幫助。」 

D項是對公開考試歷史資料題的操練，學生須在 45分鐘內完成答卷。

他們喜歡這種模式能夠最直接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表現，明確為考試作準

備。例如：「更能了解自己不足，汲取經驗。」、「測驗前可以溫書，可以

測試自己的能力，考得好有成功感，差就可以警惕。」、「最能認清自己

的不足。」、「我認為測驗模式與其他教學模式不相同。測驗模式能真正

讓我們明白掌握分析技巧的重要性及實際上的考試技巧，推動溫習及多

加思考，分數及評語能顯示自己錯失處，推動改過，並對所犯的錯留著

深刻印象。其他形式皆能讓我們更多接觸及思考，但測驗能顯示我們的

思路是否正確及接觸是否深入。」、「測驗能直接清楚自己掌握及理解史

料的程度。」 

C 項的目的也是訓練答題技巧，包括資料整理及回答「主項論述」

問題的方法，只是課堂採用了拼圖式（Jigsaw）分組方法。每位學生在

課堂前獲派一張寫上不同編號的工作紙：1A、1B、1C、1D、1E、2A，

餘此類推。學生需要閱讀 10 頁資料，並完成工作紙。第一輪按 1 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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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第一組負責整理「唐貞觀盛世成因最為關鍵之三項」，第二組負責

「唐開元盛世成因最為關鍵之三項」，餘此類推。在課堂完成「專家組」

討論後，進行第二輪分組，按 A 至 E 重組。學生喜歡這種模式較為互動，

例如：「比較有啟發性。」、「比較生動。」、「歷史資料的分析可更深入，

從不同角度思考。」、「與同學們一起分組討論，每人提出己見，一方面

可學習同學精闢的見解（自己獨個想未必會想到），另外更可知道自己所

提出的那個論點的不足、漏洞（因同學會反駁），在討論過程中所學到的

可能比老師單方面教，會出現另一些效果。」，但也有學生因為「不太喜

歡討論」而對這項給分最低。 

出乎意料之外，E 項是最多學生不喜歡的。不喜歡的原因，部分與

活動安排有關5，但更重要的是學生玩樂的心態蓋過學習，旅遊是樂事，

考察後的課業卻是苦差。學生認為雖然「過程頗有趣」，「能親身考察也

為好事」，但「會不知不覺玩」。而且，考察過程接觸到的資料太多，學

生不知如何入手，茫無頭緒。例如：「較缺乏指引，好像只學到很多有關

歷史的知識，但對歷史技能和建立個人看法無甚幫助。」、「雖然可親身

蒐集資料，但對課題認識不足，處理繁多資料略有困難。」、「將專題研

習填作 1，並非指不喜歡此模式，其實當時到廣州考察的確能接觸大量

資料及古跡，形象化地接收資訊，學習到如何運用資料在適當處，但此

一方式並不能經常運用，而一次要接收的資料很多，有走馬看花、目不

暇給的感覺，真正入腦的資訊可能較少。」、「要上網搵大量資料，再進

行整理。」、「自行蒐集資料頗花時間，最後的學習效果只是與拿著筆記

做論述題差不多。」、「需時很長，要蒐集不同資料，使整個時期有額外

的負擔，難以應付其他科目。」、「難以將實地所採的資料融入學習。」、

「分組匯報十分麻煩。」，但也有學生十分喜歡專題研習，認為「不僅因

為可以去考察，最重要是可以自己親身去接觸和探究不同的歷史資料，

即使沒有考察，只是一個專題研習，都能自己去吸收各種歷史資料，不

會規限於書本的文字。而且能將自己的觀點和看法結合歷史資料組成一

個報告，一條論題，可以擁有莫名的滿足感，所以專題研習不僅可以有

                                                 
5孫中山及辛亥革命並不是高級程度考試的考問重點，但因為 2011年適逢辛亥革命一

百周年，希望提升學生的歷史感，因此以此作為主題，結果有學生因為「專題與考問

的範圍關係不大」而不喜歡。另外，由於學生在中三及中五曾學習這課題，因此課業

的設計是老師不會在課堂教授，希望學生在考察前自行閱讀相關資料，但結果是學生

指出「在對課題認識不深的情況下，去到實地考察也不會有太大感受」。此外，一團

共五十人，「很多時候因太多人而未能聽到導遊的講解，未能了解該古跡和文物在革

命中的價值、意思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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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學習，更可以增強自我思考的能力」。 

總括而言，雖然大部分學生均喜歡史料探究學習的模式，不過背後

的原因卻是考試導向的。因為公開考試要考核歷史資料題，而這種題目

不能單透過老師講解就學會，所以他們都看重史料學習；也因為要考核

的是歷史資料題，所以與考核模式相同（D 項）或類近操練形式的學習

方式（B 項）較受歡迎；又因為學生需要在短時間內掌握相關的知識與

能力以應付公開考試，因此大部分學生都愛吃「快餐」，對 B、D 兩項有

老師指導及即時得到回饋的學習方式感到實在及有安全感，而 C、E 兩

項要投放較多時間又要自行摸索，就不及前兩項受歡迎了。其中一位學

生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同學這種心態：「我認為透過史料學習的大前提是

要對歷史感興趣，若果根本不感興趣，便懶得去學習（除非是要考試）。

故此，我便發現了一個現象，便是要求對考試有幫助方會認為史料學習

有幫助，例如不少人回答問題便是以做歷史資料題為準則，雖說學習便

會與考試測驗掛勾，但史料學習不應是對歷史更有認識嗎？正因為學生

們都有這個心態，並非真正想去學習，所以幾近全班學生都極不喜歡專

題研習，討厭多史料、麻煩。但實際上專題研習卻是能接觸最多史料的

教與學模式。」 

（二）學生認同史料學習能提升歷史知識、技能及史識 

透過問卷題 2、3，希望了解不同的史料學習模式與提升知識、技能

及史識的關係。 

表二：學生對史料教學能否提升歷史知識、技能及史識的看法（問卷題 2） 

2.過往一年多，透過題 1B 至 E 項的

史料教學模式，你能夠： 

十分 

同意 
同意 

不 

同意 

十分 

不同意 
分數6

 

A.掌握研習歷史的技能 3 20 1 0 3.09 

B.更牢固地掌握相關課題的歷史知

識 
5 17 2 0 3.13 

C.建立對歷史問題的個人看法 2 18 3 0 2.96 

從題 2 的數據可見，學生對史料學習的評價頗為正面，雖然學生認

                                                 
6十分同意為 4分，同意 3分，不同意 2分，十分不同意 1 分。分數最高應為 4，最低

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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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歷史知識及技能的掌握，表現較建立個人看法為佳，但三項數據均

顯示大部分學生均偏向十分同意及同意，95.8%學生認同史料學習能讓

他掌握研習歷史的技能，91.6%學生認同能讓他更牢固地掌握相關課題

的歷史知識，86.9%學生認同能讓他建立對歷史問題的個人看法。 

從題 10 學生寫下「對透過史料學習的感想/意見」，亦可印證題 2 的

數據。學生認為史料學習能訓練技能，例如：「透過史料學習除了可更深

入了解關於那件事的背景外，還可以練習分析資料的方法。」、「史料學

習可訓練我們分析、組織、鑑別史料。」，另外，認為可以加深對史事的

認識，例如：「可以豐富史識，知道更多人的觀點。」、「讓我們可多角度

了解歷史事件，吸收更多歷史資料，補充筆記以外的資料。」，也有學生

表示喜歡史料學習，是因為能自行發現及建構知識，了解資料的深層意

義，從而提升對歷史學習的興趣。例如：「對於深層次分析感到相當有挑

戰性。」、「史料學習能加深對歷史的認識，發現學習歷史的樂趣，一直

都以為歷史只需把史實如倒模般背誦書寫出來，並不需多加研究或分析，

但有了史料的學習，就會開始鑽研歷史資料背後的深層意義，明白歷史

在不同時期、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釋，不再膚淺地對待歷史，會更有興趣

了解歷史背後的解釋。」、「最重要是技巧（處理資料）和多讀相同史事

而由不同作者寫的，互相比較，想想為何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見解、詮

釋，再想想自己較認同哪個，還是又有另一套想法。」、「能親身處理、

接觸大量史料，學習到歷史的各個層面，各個方面，不是你講我聽，自

己去研究史料，實在是一個幸福的學習模式。」，更有學生認為從中國歷

史科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能，有助其他學科的學習，例如：「第一，史料學

習使我學習了中國數千年在政治、經濟、文化、交通、宗教等歷史，即

使他日未必能直接有用，但史料的確能充實了我知識的寶庫。第二，由

於我也有修讀文學，兩科間有些歷史人物、朝代重覆，使我更易於理解

作品。第三，組織史料使我學習到文章結構清晰的重要性。史料詮釋及

作答技巧，均是從中史課中學習到的。」 

表三：學生認為哪種教學模式最能提升歷史知識、技能及史識（問卷題 3） 

3.你認為 1B 至 E 項的教學模式，哪種最能夠幫助

你掌握題 2 的知識與技能？ 

歷史 

技能 

歷史 

知識 

個人 

看法 

B.老師帶領討論歷史資料 16 14 9 

C.課堂分組研習歷史資料 11 5 16 

D.以測驗形式進行歷史資料題 17 1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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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專題與實地考察 1 21 3 

從題 3 的數據可見，不同教學模式對訓練不同範疇各有幫助。學生

認為「由老師帶領討論歷史資料」及「以測驗形式進行歷史資料題」最

能夠訓練技能。「專題研習」最能夠掌握歷史知識，因為在學習期間，學

生要進行實地考察及自行蒐集資料。「課堂分組研習歷史資料」最能訓練

建立個人看法，因為活動安排每位學生都需要表達意見。  

可見，不同的史料學習模式雖然都能夠協助學生豐富知識、提升技

能或建立史識，但不同模式也有不同的訓練重點。 

（三）學生認為歷史資料題就等同史料學習 

大部分學生填答問卷時，均把歷史資料題等同於史料學習，主要原

因是現時學生運用史料學習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學習怎樣作答歷史資料題。

因此，現時歷史資料題的考問重點或擬題方式就會導致學生對史料學習

產生種種偏見。 

第一，一些進行史料研習的重要基本功，就因為現時的歷史資料題

不曾考核，於是學生就認為不用學習。例如有學生指出「鑑別資料的真

偽對日後資料題應用幫助不大，因為資料題並不會有偽資料」。其實，無

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鑒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雖然學生在中學階段

不用進行史料考證的工作，也未必具備專業知識進行辨偽考證。不過，

學生經常到互聯網上搜尋及瀏覽資料，難免會遇上錯誤、偽作、信度較

低的資料，因此抱有懷疑精神及懂得如何甄別史料是歷史學習必須的。 

第二，大部分學生認為掌握技能較歷史知識更為重要，結果把心力

都放在操練答題技巧，忽略了基本的史事掌握。從題 7 學生寫下「要有

效透過歷史資料進行學習，最重要的是什麼？是掌握相關的歷史知識/

處理資料的技巧……」的意見，可見學生有這個想法基於兩個原因。有

學生認為：「Past paper 很多都是冷門的知識，例如唐代與回紇巿馬，這

時候分析往往更重要。」由於歷史資料題不時會考問一些冷門課題，學

生根本沒有基本史事作答，因此懂得答題技巧便會較缺乏技巧較易得分。

另外，有過半數的學生提出：「即使你有豐富的歷史知識，並能看懂所提

出的歷史資料，但不懂將資料整合分析，只一味將所記背誦，組織混亂

不堪，令人不明所表達的觀念，仍稱不上對歷史資料有充份的了解。」、

「如何利用資料作答。相同一則資料每位都能背，但往往不懂利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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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印證或反證。」，固然較一般人認為歷史學習就是死記硬背，學生的看

法的確已有進步。但過半數的學生仍未發現，當他們掌握了基本技巧後，

卻經常未能正確解釋資料，這就不是技巧問題，而是根本沒有相關的歷

史知識作為分析的基礎7。很多學生就是錯誤理解問題的根本，急功近利

地不停地操練歷史資料題，而沒有好好地豐富歷史知識，最後只會愈做

愈灰心。 

第三，學生作答歷史資料題時，經常在沒有理據下就會與資料持相

反看法，或多批評作者偏頗，這也與急功近利的考試心態有關。學生在

題 9 就寫下他們這樣做的心路歷程。第一類是與擬題者捉心理，他們認

為「題目唔會咁簡單」，擬題者一定是「希望透過引用偏頗資料來培養學

生建立一個客觀及全面的史觀」，又或者「事事都同意，答題似乎過於簡

單。於是但凡發現不妥，便死咬不放」。第二類是「險中求勝，駁得好會

更高分」，認為持相反的立場就等於顯示了批判思考，「贊同作者觀點就

會顯得自己毫無主見，批評作者可以突顯自己對歷史的識見」。第三類是

基於錯誤的假設及推論，認為「作者一定有其固定立場，會因其時代環

境影響，所以一定不能持平中肯，因此與作者持相反的意見，就能確立

新觀點」，又或者是「先入為主，觀點與筆記說法不同，自然覺得其不對」。

可見，學生忘了歷史研習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論從史出」，在思考的過程

固然可以「大膽假設」，但必須要「小心求證」，做到「言之成理，持之

有據」，只是胡亂推敲、盲目駁斥就以為可以在公開考試拿高分，那就太

看輕歷史學者的工作了。 

總括而言，避免學生產生這些錯誤的想法，還是要由日常的課堂教

學做起。例如在進行史料學習時，提供的材料可以是真實的，也可以是

虛假的；可以是可靠的，也可以是不可靠的；可以是有用的，也可以是

無用的。根據材料擬設問題，要求學生從具體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對

不同材料進行對比、鑑別、推斷和驗證（陳新民，2002）。另外，也要訓

練學生不要急於下結論，假如在課堂沒有足夠資料判斷時，可以讓學生

                                                 
7例如筆者曾經在考試選取了三則資料，包括出自《史記‧孝景本紀》、《漢書‧武帝紀》

及《資治通鑑》卷二十二，考問學生對漢景帝及武帝施政的評價。結果，有學生認為

「史遷為漢武時人，而且史記亦於武帝年間編，有偏好武帝之疑」，「漢書由於是由班

固所寫，班固為蘭台令史，為官家服務，所以在寫此段評價時有偏頗之處，盡述武帝

施政之得。相反，資治通鑑在較後時代所寫，故觀點亦較公正」。從答卷可見，學生

已掌握基本技巧，就是不要單從資料內容分析，更要注意作者的時代背景，但就是因

為對三位史家的生平及撰述動機認識不足，單憑片面的資料就妄下結論，觀點當然欠

缺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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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思考應尋找什麼資料才可以作出結論，然後要求學生課後搜尋相關資

料，進一步驗證自己的看法，從而讓學生建立歷史研習應有的態度與方

法。 

四、學生怎樣評價史料教材 

要進行史料學習，除了關注用什麼學與教模式推行外，運用什麼教

材也是成敗的關鍵。究竟學生在進行歷史研習時遇到什麼難點？這一年

多來安排的練習能幫助學生有效學習嗎？教材又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這是本研究希望探討的第二部分問題。 

（一）學生認為教材有助掌握史料學習 

透過問卷題 4、5，希望了解史料學習的教材能否協助學生克服學習

的困難。 

表四：什麼是學生進行歷史研習的難點（問卷題 4） 

4.以下各項，是你進行歷史資料研習的

難點嗎？ 

十分 

同意 
同意 

不 

同意 

十分 

不同意 
分數 

A.理解不同類型的歷史資料（數據、地

圖、漫畫……） 
2 14 8 0 2.75 

B.理解文言資料 5 14 5 0 3.00 

C.詮釋不同性質的歷史資料（詩歌、奏

疏、諭敕……） 
2 17 5 0 2.87 

D.對歷史資料作深層分析（說話者目

的、背後隱義……） 
14 10 0 0 3.58 

E.綜合多則資料的共通點或相異處 2 8 12 2 2.41 

F.評鑑資料觀點的可信性、疏漏、偏

見…… 
7 16 1 0 3.25 

G.運用資料討論歷史問題，表達個人觀

點  
6 12 6 0 3.00 

從題 4 的數據可見，對一般學生而言，進行史料研習並非易事，這

不單涉及歷史學的訓練，也與語文水平（理解及表達能力）、數學能力（數

據處理）及空間觀念（地圖閱讀）等有關。而對個別學生而言，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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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風格的同學更是在不同範疇各有強弱。整體而言，除「綜合多則資料

的共通點或相異處」一項外，其餘所列各項均是大部分學生認為的難點，

其中學生認為最困難的 D 與 F 項，均與史學方法有關，較次的 B 與 G

項，則涉及語文能力及史識，難度相對較低的 A、C 項，則涉及理解及

詮釋。 

針對以上史料學習的難點，筆者曾設計三類教材。第一類是訓練史

學方法的，包括「鑑別資料的真偽」、「判斷資料的可信度」及「如何詮

釋資料」，針對題 4C、D 及 F 項。第二類是歷史資料題的答題技巧，包

括「分析資料的技巧」和「組織資料的技巧」等，針對 4A、B 及 E 項。

第三類是歷史資料題練習及課業後的評講資料，綜合針對題 4 的各項難

點。 

表五：學生對史料教材的評價（問卷題 5） 

5.承題 4，過去曾派發的參考資料及練

習，對你克服以上的難點有幫助嗎？ 

十分 

有幫助 
一般 

幫助 

不大 

沒有 

幫助 
分數 

A. 「鑑別資料的真偽」練習 6 15 3 0 3.12 

B. 「判斷資料的可信度」練習 7 13 4 0 3.12 

C. 「如何詮釋資料」 9 15 0 0 3.37 

D. 「分析資料的技巧」練習 12 11 1 0 3.45 

E. 「組織資料的技巧」練習 16 7 1 0 3.62 

F. 提供資料表引導理解、分析、組織、

評鑑的過程 
17 7 0 0 3.70 

G. 派發優異學生作品供參考 12 11 1 0 3.45 

H. 課業後羅列理解、組織、評論所犯的

種種謬誤 
20 4 0 0 3.83 

從題 5 的數據及題 6 的文字意見可見，學生對教材的整體評價十分

正面。首先，學生欣賞每份練習的設計理念。每份練習基本由概念說明、

示例及練習三部分組成，希望讓學生明白相關的理論基礎，透過示例讓

學生掌握原則及技能，最後安排練習讓學生透過模仿而學習。學生認為：

「資料與練習有例子且要試做，過程中對作答及分析技巧有具體指導，

使我明白如何作答。」其次，學生也欣賞練習的安排，例如：「A 至 E

讓我們有了基本技巧訓練，G、H 讓我們改正錯誤。」、「所有練習都是

第一步及必須的，讓學生能初步掌握以上技巧，然後做課業或測驗，最

後亦是最重要的一步是 H，因為可讓學生知道所犯錯誤，然後重點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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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優異學生作品與羅列謬誤，令我們更清楚進步的方向，可以令我

們清楚所犯錯之處，直接指出錯誤的概念而改進，具針對性。而其他練

習亦能幫助我們打好基礎，有基本所需的意識面對史料。」另外，與前

文的發現一致，凡與應試訓練較直接的練習，學生給予的評價較高，只

涉及一般史學方法，學生的評價相對較低。 

（二）學生提出教材須改善的地方 

「正視並點出學生學習歷史時可能遭遇的困難，這確實是朝向有效

教學必要跨出的一步」（林慈淑，2010，頁 223）。問卷題 6 就希望了解

學生對教材的看法，其中學生提出教材須改善的地方如下： 

第一，由於進行史料學習須具備的基本功甚多，因此 A 至 E 項嘗試

以專題形式把歷史研習的能力分割成細碎的工序，以方便學生掌握。但

是學生指出：「A 至 E 雖然是有助克服難點，但每次練習只針對某一種

技巧，當然心中有數要如何應對，予人紙上談兵的感覺。」可見，每項

能力獨立處理，好像較易掌握，但到實際進行史料學習時，要綜合運用

各項能力，學生往往就未能融會貫通了。 

第二，能力訓練不能單靠一次練習學會，因此很多學生提出現時的

練習並不足夠。例如學生指出「A 和 B幫助不大，因為做的練習不夠多」，

「中六學期初派發的練習很有用，不過到了中七可以再重溫這些技巧，

或運用一些歷史資料題的範例作示範」。 

第三，教材嘗試為學生歸納一些歷史研習的方法，但學生發現歷史

研習實在太複雜了，所謂的通則往往未能派上用場，要靈活變動實非易

事。例如學生指出：「不明白為什麼要從資料背景作深層分析，但又不可

因背景而判斷資料的可信性。」、「每一則資料都有自己的特色，未能以

同一方法辨偽、詮釋。」、「判斷資料的可信度實不能單以一個練習便可

學習，可信度會受很多不同因素影響，有時甚至要利用多項資料作對比

分析。有很多類型的資料會有可信度的陷阱，可能會信錯資料。」、「每

題資料題的問法不同，組織方法亦不同，要靠個人對史料之靈活貫通。」 

可見，現時教材把解讀歷史資料的技巧簡化成一些規則，希望學生

透過反覆練習推進歷史思考，這是否合適有效的做法？還要參考更多理

論及實踐經驗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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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現時香港中史科老師最關心的，就是如何解決新高中修讀中史科人

數不斷下跌8的問題。很多老師都尋求救亡的方法，有的更希望以中國人

必須修讀中史為理據，爭取把中史列為必修科，以解決廢科、老師飯碗

不保或要轉教通識科的危機。但假如我們只思考如何改變外在的環境，

而不好好從課程與教學本身著手，結果只能留著學生的「身」而留不了

學生的「心」，只會令學生覺得讀中史是苦差，教師的飯碗雖是保住了，

卻未能達致振興中史教育的目的。 

這次分析學生問卷，有三個看法很值得深思。第一，怎樣令學生從

學會而有滿足感？有學生指出：「過程偶有灰心，但學懂知識是開心的。」

但如果學生在將快面對考試還是覺得「十分困難」、「還有一段很長的路」，

那學習的沉重壓力就很難令他們愛上中史科了。第二，什麼令學生覺得

學習中史有趣？其中一位學生提出因為史料學習能讓她「自己去吸收」

而感到「幸福」及「有莫名的滿足感」，但不少學生就因為現時學習時間

非常緊逼而對一些原本有趣及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卻步。第三，什麼是學

生覺得學習中史有用的地方？原來有些知識及技能（組織史料、史料詮

釋及作答技巧）是學生從中史課學會的，學生感到有用的是發現自己提

升了對問題的分析層次及角度（深層分析），感到有用的是可以有助其他

學科的學習（例如中文、文學）。 

（一）課程：釋放空間，讓學生從「學會」而體會史料學習的

「有趣」與「有用」 

現時中國歷史課程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要與時間競賽。由於中國有

數千年的歷史，結果是每段時期都不能少，要教古代史又要教近代史，

結果只好「每個時期選取突顯該時期特色的課題」，例如「周代分封」、「春

秋戰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動」、「秦漢的統治政策」、「兩漢戚宦掌權的政局」

等，課程如此把史事割裂，只會令學生只見樹木不見樹林，難怪有學生

把秦始皇與漢武帝視為同時期的人物了。另外，引進史料學習，改變中

                                                 
8根據考評局公佈的數據，2010 年中學會考總報考人數為 74,031，報考中史科人數為

23,740，約為 32%。第一屆新高中中四時約有 12,400 名學生修讀，在中五及中六退選

後，至 2012 報考中史科人數為 8,510 人，而總報考人數約為 71,000人，只佔總報考

人數的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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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科給人死記硬背的形象，又加劇時間的問題。原本知識與技能是不可

分割的9，但在課程量已超負荷的情況下再加入技能訓練（其實史料學習

不僅是技能訓練），就讓老師及學生選擇放棄知識的深度而不斷操練技能，

結果是歷史知識薄弱了，但技能又不知學會了多少。 

近日頗多老師高喊要減省課程、釋放空間，但背後的原因是要花大

量時間進行應試操練。假如老師只著眼如何令到留下來修讀中史的學生

爭取好的考試成績，而不更根本地思考如何令學生願意在中四選讀中史、

在修讀中史後不退選，這仍未能解決中史科的危機。因此，放下課程包

袱，釋放空間，騰出時間落實史料學習，令學生學得懂，覺得所學的有

趣有用，才是中史科救亡的治本方法。 

（二）考評：優化問題設計，讓學生掌握真正的史料學習 

雖然「求學不是求分數」，學習不應為考試服務，但要一時三刻扭轉

老師及學生考試主導的心態並非易事，因此，倒不如善用「倒流效應」

（backwash effect）。既然學生透過史料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應付公開考試

的歷史資料題，那麼在擬設題目時就要好好思考應如何設題，以達致史

料學習的目的，而不是讓學生胡亂推測就以為掌握了方法，妄下判斷就

是高見。 

固然，我們並不期望每個學生化身為專業史家，也不可能要求每個

學生如一般歷史研究者那般產生出極具可信度的歷史（林慈淑，2010，

頁 206）。但我們應要求學生掌握歷史研習方法到哪個深度？有什麼元素

是史料學習必須具備而應成為考核重點的？怎樣設問才可以讓學生展示

正確的歷史思維能力？這應是更重要、更基本的討論，而不應只把焦點

放在中學文憑考試的形式，例如題目有多少則歷史資料，會擬設多少道

問題，有多少種分數組合的模式（三問分別為 5、10、10，兩問為 10、

15，一問為 25 分）等。 

如果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樣本試題與高級程度考試的題目比較，

發現文憑試的試題設計已略有進步，移除了一些不應妨礙學生展示歷史

學習成果的難點，例如高考題目多提供文言資料，學生會因為語文能力

弱而錯解資料，文憑試的題目則改用白話文語譯或加上附註，減少語文

                                                 
9有關能力和史事兩個重心熟輕熟重的問題，詳見林慈淑《歷史，要教什麼？》第四章

〈歷史要教什麼？——「事實」或「思考」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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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構成的障礙。另外，現時高考多以「延伸回應」的形式考問，文

憑試則增加了「資料回應」10的命題模式，讓學生明白史料不是用以展

示能力的工具，史料本身其實也是研習的重點。 

但現時文憑試的題目，仍有不少可以改善的地方。例如題目只會提

供資料的作者及輯錄自哪本書籍，目的似乎只為了處理版權問題，而不

是提供更多有助學生進行分析的有用資料，正如學生指出：「作者若然是

學生不認識的人，（提供這些資料）實際上是無用的。」「或許增加作者

的身分或資料的場合（奏疏、諫言……）會有助分析。」另外，為了提

高學生對鑑別史料的意識，提供的資料可以是真實/虛假、可靠/不可靠、

有用/無用的，這的確可以成為未來擬題的其中一個方向。又或者提供一

些學生不會記誦的史事細節或不曾接觸的歷史觀點，從而考核學生處理

史事及解釋史事的能力，也可以是另一種擬題方向。  

（三）教學：活化課堂，上好每一課 

張靜軒曾探討國內歷史課堂的學與教模式，調查發現在課堂上一般

採用的教學方法，有 52%教師採取「設計問題情境，師生共同進行探究」，

40%「主要是以講為主」，8%「指導學生進行自學」；但在學生問卷中，

選擇「師生共同探討學習」的只有 36.8%，「基本上從頭到尾講述」的則

佔 51.7%。張靜軒認為學生的回答更接近事實，歷史教學中「一言堂」

的現象仍普遍地存在著，因而學生不可能自主地利用資料，使學習方式

發生根本的變革（張靜軒，2007）。無論國內的實況是否如此，但香港中

國歷史科的課堂教學情況又如何？這是十分值得思考的。 

固然，要做好史料教學並非易事，這牽涉課程與考評的問題。但假

如老師不在課堂模式作出相應配合，也難以達致史料教學的目的。面對

不同學習風格及禀賦各異的學生，能安排合適活動、選取適用教材，在

有限空間發揮史料學習的最大成效，這就是體現老師專業之處。只要老

師用心活化課堂，上好每一課，史料學習終能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

                                                 
10「延伸回應」(extended-response)的命題模式提供資料的作用為引發討論，偏重把資

料作為證據，要求學生運用資料說明觀點，或是把資料作為評論對象，要求援引史事

評論資料所提出的觀點是否正確。「資料回應」(data-response)可由多道子題組成，考

問內容由簡至繁，逐步考核學生：(1)對資料的選擇和理解；(2)對資料的評估，包括

區分史實、意見、判斷，指出資料在論證史實方面之不足，指出資料呈現的偏見；(3)

比較不同類別的資料，從中得出結論。詳見陳淑雯〈對香港中國歷史科公開評核改革

的反思〉一文。 



清華歷史教學  第 23 期 

92 

 

讓學生能豐富知識、提升技能及建立史識的。 

六、結語 

在問卷中，曾有一位學生這樣寫道：「所有從學習史料出發，不是由

高考中史出發！」但願這喜愛探究及自主學習的學生，不是香港學生的

稀有份子，也不再有學生發出這樣孤獨的呼號。 

由於研究時間所限，筆者只選取任教的一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因

此他們表達對史料學習的看法，是與教師、教材、教學方法有很密切的

關係，因此不能把研究結果普遍推論，視為香港中史教學的現況。是次

研究探討了末屆高考生對史料學習的看法，雖然高考的課程、考試模式

與中學文憑考試不盡相同，但是怎樣的課堂學習令學生覺得有趣？什麼

是學生學習中史覺得有用的地方？怎樣才可讓學生學好中史？學生的看

法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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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2010 年 9 月至 2012 年 1 月期間與史料學習相關的活動安排 

10 年 9 月至

12 月 

選取支援教材及其他練習，作為基礎知識及能力訓練，包括「鑑

別資料的真偽」、「判斷資料的可信度」、「如何詮釋資料」、「分

析資料的技巧」及「組織資料的技巧」等。 

11 年 1 月至

12 月 

教授不同課題時，採用不同的模式。例如教授「唐代盛世」，在

課堂提出問題，提供多則來源不同的資料，讓學生分組討論及

展示研習成果。教授「明太祖的士人政策」則由老師帶領討論

歷史資料，由理解、分析、整合、評鑑，逐步建立對問題的看

法。 

11年2月至3

月 

進行實地考察，包括廣州（與辛亥革命相關的古蹟及博物館展

覽）及香港，結合文獻及從上述途徑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

組織、撰寫報告及匯報。 

11 年 1 月至

12 年 2 月 

以課業及測驗形式進行高級程度會考歷史資料題練習。課業

後，羅列理解、組織、評論所犯的種種謬誤，派發優異學生作

品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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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生問卷 

對「史料教學」的看法        姓名：___________ 

 

1.以下是五種在過去一年多曾運用的教與學模式。你最喜歡哪一種（請填寫 1

至 5。5 為最喜歡，1 為最不喜歡）？為什麼？ 

□ A.由老師運用板書/電腦簡報，講解教學內容。 

□ B.由老師帶領討論歷史資料，由理解、分析、整合、評鑑，逐步建立對問題

的看法。（如明太祖的士人政策） 

□ C.在課堂設計問題情境/提出問題，提供多則來源不同的資料，讓學生分組討

論及展示研習成果。（如唐代盛世） 

□ D.以測驗形式進行歷史資料題練習。 

□ E.專題研習：學生從不同途徑蒐集資料，結合文獻及廣州實地考察資料（以

辛亥革命為主題），進行分析、組織、撰寫報告及匯報。 

我最喜歡/最不喜歡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過往一年多，透過題 1B 至 E 項的史料教學模式，你能夠： 

 
十分 

同意 
同意 

不 

同意 

十分 

不同意 

A.掌握研習歷史的技能     

B.更牢固地掌握相關課題的歷史知識     

C.建立對歷史問題的個人看法     

 

3.你認為 1B 至 E 項的教學模式，哪種最能夠幫助你掌握題 2 的知識與技能？ 

 歷史

技能 

歷史

知識 

個人

看法 

老師帶領討論歷史資料    

課堂分組研習歷史資料    

以測驗形式進行歷史資料題    

專題與實地考察    

 

4.以下各項，是你進行歷史資料研習的難點嗎？ 

 十分 

同意 
同意 

不 

同意 

十分 

不同意 

A.理解不同類型的歷史資料（數據、地圖、漫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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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理解文言資料     

C.詮釋不同性質的歷史資料（詩歌、奏疏、諭

敕……） 
    

D.對歷史資料作深層分析（說話者目的、背後

隱義……） 
    

E.綜合多則資料的共通點或相異處     

F.評鑑資料觀點的可信性、疏漏、偏見……     

G.運用資料討論歷史問題，表達個人觀點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承題 4，過去曾派發的參考資料及練習，對你克服以上的難點有幫助嗎？ 

 十分 

有幫助 
一般 

幫助 

不大 

沒有 

幫助 

A. 「鑑別資料的真偽」練習     

B. 「判斷資料的可信度」練習     

C. 「如何詮釋資料」     

D. 「分析資料的技巧」練習     

E. 「組織資料的技巧」練習     

F. 提供資料表引導理解、分析、組織、評鑑的

過程 
    

G. 派發優異學生作品供參考     

H. 課業後羅列理解、組織、評論所犯的種種謬

誤 
    

 

6.為什麼以上資料與練習可以幫助你/不能幫助你運用史料學習？是設計/安

排……的問題嗎？（可選擇一項或多項） 

7.你認為要有效透過歷史資料進行學習，最重要的是什麼？是掌握相關的歷史

知識/處理資料的技巧……？試寫下你的看法。 

8.你認為一則歷史資料，除作者、年份、資料出處外，還需要提供什麼資料，

會有助你分析資料？為什麼？ 

9.為什麼在評論資料時，多與作者持相反的看法，或多批評作者偏頗？ 

10.你對透過史料學習的感想/意見……（可另紙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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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明太祖的士人政策 

資料甲、趙翼《廿二史劄記  胡藍之獄》 

「……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天下之人而盡殺之，

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又漢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時，

方年少，計身老則諸功臣已皆衰歿；宋太祖年長，而恃有弟可以馭諸臣，故皆

務保全。至明祖則起事雖早，而天下大定，則年已六十餘，懿文太子又柔仁，

懿文死，孫更孱弱，遂不得不為身後之慮，是以兩興大獄，一網打盡，此可以

推見其心跡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誅者不過陳寧涂節數人，至胡

黨之獄，則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時已十餘年，豈有逆首已死，同謀之人至十

年始敗露者，此不過借惟庸為題，使獄詞牽連諸人。胡黨既誅，猶以為未盡，

則二十六年又興藍黨之獄，於是諸功臣宿將始盡。」 

資料乙、《明史  朱亮祖傳》贊  

「論者每致慨於鳥盡弓藏，謂出於英主之猜謀，殊非通達治體之言也。夫當天

下大定，勢如磐石之安，指麾萬里，奔走恐後，復何所猜疑，而芟薙之不遺餘

力哉。亦以介冑之士，桀驁難馴，乘其鋒銳，皆能豎尺寸於疆場。迨身處富貴，

志滿氣溢，近之則以驕恣，啟危機，遠之則以怨望，扞文網，人主不能廢法而

曲全之，亦出於不得已，而非以剪除為私計也。」 

資料丙、許振興《論明太祖與功臣的關係》  

「明太祖於建國後大封功臣，本在厚酬無論文武的勛績，冀望他們能戮力國

家，與朱明皇室共享富貴。可惜他們未能體察太祖致力保全功臣的苦心，於受

封不久，即已恃功驕縱，屢干法紀。太祖雖已盡力勸告，頻加戒飭，無奈功臣

們充耳不聞，甚或變本加厲。他們囂張跋扈的情狀，使太祖惟得通過殺戮，藉

以遏止功臣們的暴行。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的爆發，實是太祖在屢勸無效後第

一次以殺戮嚴懲功臣的表現。……無論文武未嘗以胡案為鑑戒而知所警惕，致

有李善長案，藍玉案的踵生……事實上，洪武十三年胡案發生時，誅殺並不多

的事實，正好說明了太祖並非天生雄猜好殺……讀史者絕不應委盡責任於太

祖，而忽略功臣們自取其咎的不法舉動。」 

資料丁、錢穆《國史大綱》  

「宋太祖懲於唐中葉以後武人之跋扈，因此極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則覺胡元出

塞以後，中國社會上可怕的比較只有讀書人。但是所謂傳統政治，便是一種士

人的政治，明太祖無法將這一種傳統政治改變，於是一面廣建封建，希望將王

室的勢力擴大，一面廢去宰相，正式將政府直轄於王室。既不能不用士人，遂

不惜時時用一種嚴刑酷罰，期使士人震慴於王室積威之下，使其只能為吾用，

而不足為吾患。」 



2014 年 6 月 

 

97 

 

【資料分析：明太祖殺戮功臣及士人的原因】 

資料 甲 乙 

論點   

證據 

 

 

 

 

 

資料 丙 丁 

論點   

證據 

 

 

 

 

 

【資料整理】 

議題： 

 

 第一派意見 第二派意見 

相關資料   

觀點   

支持觀點

的證據 

  

兩派均援

引的史事 

 

兩派不同

的詮釋 

 

 

 

 

【意見及評論】 

你贊同哪一派看法？  

為什麼？  

 

你還需要知道什麼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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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唐代盛世 

專家組 1  /  2  /  3 交流組 A / B / C / D / E 

 

唐代盛世：致治原因與盛況 

學習目標： 

1. 認識貞觀與開元之治的概況。 

2. 認識「致治原因」及「盛況(盛世的準則)」的概念。 

3. 掌握「主項論述」的答題技巧。 

 

(1)唐貞觀 / (2)唐開元 / (3)唐貞觀、開元盛世之成因，論者嘗列舉多端。試本

己見，析論其中最為關鍵之三項，並陳述理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鍵成因 
為何這項是最關鍵

(理)成因 

從貞觀 / 及 開元之治找出證據(據) 

支持你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言 

針對題眼 

羅列各項 

盛世成因 

立論 

找出成因 

說明觀點 

列舉證據 

駁論 

其他看法 

反駁觀點 

列舉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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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組 4  /  5   交流組 A / B / C / D / E 

 

論史者每以政局穩定、民生富饒、文化昌盛、國力強大為盛世之準則。試據上

述準則，衡量(4)貞觀 / (5)開元時期可否稱為盛世。 

政局穩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生富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化昌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力強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各項均符合盛世/各項均不符合不是盛世/若部分符合，會否有些準則

較為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準則 貞觀/開元符合準則的觀點及證據 貞觀/開元不符合準則的觀點及證據 

政局 

穩定 

  

民生 

富饒 

  

文化 

昌盛 

  

國力 

強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言 

界定題眼 

立論 

整理符合

及不符合

的資料 

先立後破 

立場 

判別是否

盛世？ 

說明理由 

駁論 

反駁觀點 

列舉證據 



清華歷史教學  第 23 期 

100 

 

附錄五  中六級中國歷史科考察報告習作指引（2010 至 11 年度） 

題目 報告 評論 

分析黃興、孫中山與七十二烈士在三二九之役的角色及重要性。 

假如讓你重新設計黃花崗公園或「百年風雲」展覽中有關三二九之

役的介紹，你會作出哪些增刪修訂？為什麼？ 

1 組 5 組 

「辛亥革命的成功，孫中山實居功至偉。」此說當否？ 2 組 6 組 

結合考察資料及相關史事，解釋孫中山選擇河南為大元帥府的原

因。 

孫中山在反軍閥運動上遇到了哪些困難？又他如何解決？成效如

何？ 

3 組 1 組 

「孫中山在 1912 至 1925 年期間，抵抗北洋軍閥的獨裁統治，努力鞏

固革命成果，成就是毋庸置疑的。」此說當否？ 
4 組 2 組 

黃埔軍校與農民講習所均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下籌辦。比較兩者在舉

辦目的、學校領導、課程方面有什麼相同及不同的地方。 

從黃埔軍校及農講所的建置，分析第一次國共合作對國民黨及共產

黨的發展各帶來什麼利弊。 

5 組 3 組 

「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決定是正確的。」此說當否？ 6 組 4 組 

 

完成日期 習作要求 

考察前 仔細閱讀營刊的考察地點介紹、考察工作紙及所附閱讀資料(共 6 頁)。 

2月27/28日 

廣州考察 

蒐集與工作紙及研習題目相關的資料。 

按參觀順序，拍攝相關相片。 

3 月 7 日 

香港考察 

地點：香港歷史博物館「辛亥革命百周年展」 

參觀時間：1:45 至 3:45 

3 月 14 日 完成電腦簡報，在課堂進行口頭報告(第 1,2,3 組)。 

3 月 15 日 完成電腦簡報，在課堂進行口頭報告(第 4,5,6 組)。 

3 月 21 日 繳交修訂報告 

 

1. 每位同學須負責書面及口頭報告兩部分，口頭報告每組時間 10 分鐘。 

2. 報告須包括從網上、圖書館、考察（香港及廣州）搜尋得來的三類資料。 

3. 須列明參考書目，如錢穆《國史大綱》，大中國圖書出版社，1977 年，頁

20 至 35。網上資料須詳列網址及下載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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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學製作電腦簡報，須注意標題、分段清晰，字體最少為 36 點字，淺底

色深色字，插圖須加上適當說明（在哪裏拍攝/取自書名及頁數）。 

5. 負責評論的同學可以就報告同學的立論、觀點、援引之史事、組織等提出

不同的看法，亦可補充未備之觀點及史事。 

6. 是次習作佔第二學期考試成績的 10%，評分重點包括題目掌握、資料蒐集、

資料組織與表達、口頭報告、評論及課堂參與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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