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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L1-L2  ＞ 

【劃卡代號：51】               班級：     座號：     姓名：  

※答案卡限用 2B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一、選擇題：60 分（每題 3分） 

（ ）1.《巴黎時報》的北京特派員專訪一位清朝掌控軍權的大臣。這位大臣表示共和體制雖好，但對民至得要求 

相對較高，而大多中國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突然實施此政體，乃過即且忽略現實狀況。至於如何評 

定內亂，可先與武昌方面議和，行不通的話就派出軍隊監視革命黨，以防止其勢力擴張……。請問：專訪 

當下的政局正處於何種情勢中？  

（A）甲午戰爭後，清朝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革    （B）八國聯軍前，義和團發起扶清滅洋行動 

（C）洪憲帝制終，各地軍閥為爭權衝突不斷    （D）辛亥革命時，南方的各省紛紛宣布獨立 

（ ）2.民國初年，上海一位筆名「冥飛」的文人，寫過一首打油詩，如右圖。 

       請問：作者有感而發的打油詩，應與民國初年哪一史實發生的背景相呼 

       應？ 

      （A）袁世凱稱帝時期    （B）新文化運動的展開 

      （C）二次革命討袁行動  （D）大小軍閥擁兵自重 

 

（ ）3. 民國 6～17 年所謂的南北分裂時期 中國境內出現了兩個政府當時民間有一副對聯如 

        右圖，嘲諷當時南爭北鬥的政治亂象。 請問：南北分裂時期的南北分別指何地？  

(A)  南京 北京   (B) 廣州 天津  (C) 武漢 南京  (D) 廣州 北京。  

 

 

 

 

 

（ ）4.弘道國中八年十五班正在排練話劇， 右圖是劇中人物的一段對話： 

      根據兩人的對話內容判斷，這部話劇的時代背景最可能與哪件史事 

      最為密切？ 

     （A）立憲運動      （B）洪憲帝制 

     （C）新文化運動    （D）五四運動 

 

（ ）5. 清遜帝溥儀曾經在他的自傳中回億:「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拭淚，面前地上的紅墊子上跪著個粗 

        胖的老頭子，滿臉淚痕。我坐在太后的右邊，非常納悶，不明白兩個大人為什麼哭。」這位去說服清帝 

        退位的名人，最後成了中華民國的總統。請問：應為下列何人? 

       （A）孫中山  （B）李鴻章  （C）袁世凱  （D）段祺瑞 

（ ）6.右圖為 1919 年針對時事而繪製的諷刺漫畫《民氣一致之效果》，內容 

是表達萬眾一心、齊口吹氣，把當時政府的外交官員─曹(汝霖)、章(宗 

祥)、陸(宗輿)吹個四腳朝天。請問：漫畫中所諷刺的時事，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因鐵路國有政策的不公平而畫出此圖 

（B）大專院校學生在北京發起愛國的五四運動 

（C）打出「還我青島」等訴求，爭取收回遼東半島 

（D）削弱社會各階層的民族愛國團結意識 

（ ）7. 梅光迪指出「吾國近年以來，崇拜歐化，已唯歐美馬首是瞻，甘處於被征服地位。歐化之威權魔力， 深 

        印入國人腦中。故凡為「西洋貨」，不問其良否，即可「暢銷」。……，故詆毀吾國固有一切，乃時髦舉動，…」  

        梅光迪批評此一運動家對西方文化一知半解，既無師承，又乏專長……。」請問梅光迪是在批評哪一項運 

        動鼓吹者？  

       （A）新文化運動  （B）武昌起事 （C）五四運動  （D）立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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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下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某歷史文件的節錄，由內容判斷，這份文件應與下列哪一史事最有關聯？ 

        （A）二次革命  （B）軍閥割據  （C）護法運動  （D）五九國恥 

（ ）9.右圖是針對民初政局所繪製的兩幅漫畫。依據漫畫 

       的內容判斷，這兩幅漫畫所呈現的主題可能是為何？  

      （A）外力不斷侵襲  （B）列強支持帝制 

      （C）政府變法圖強  （D）民主共和受挫 

 

 

 

（ ）10.「……」後，教育改革者提出男女教育平等，應實行男女同科共讀，且不分婦女地位高低，皆可接受教育， 

        讓女子教育更加落實。另外，有愈來愈多的女性開始參加社會和政治活動，例如：北京成立的「女權運動 

        同盟會」 ，此組織不僅要求女性權力，更號召推翻軍閥統治和實現民主。上文中的「……」應填入下列 

        何者最適當？ 

       （A）解除戒嚴   （B）新文化運動  （C）戊戌變法  （D）辛亥革命 

（ ）11.台北市「辛亥路」及 「辛亥隧道」的命名，是為了紀念中國歷史上的「辛亥革命」，而雙十節國慶日的由 

        來，亦是源於「辛亥雙十」歷史事件。請問：上述歷史事件所指為何？ 

       （A）國民黨呼籲恢復中華民國國號，取消帝制      （B）廣州黃花崗烈士壯烈犧牲，成功推翻清朝 

       （C）孫中山於甲午戰爭後展開一次革命，推翻清朝  （D）宣統三年武昌起事，各省紛紛獨立響應革命。 

（ ）12.右圖插圖是中國民初某時期的政治形勢示意圖，從圖 

        中可以發現，當時的中國南北分裂。會形成此局勢與 

        下列何者密切相關？  

       （A）袁世凱選上臨時大總統後到北京就職 

       （B）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與國會 

       （C）武昌起事後，中國出現北京、南京兩敵對政權 

       （D）二次革命後，國民黨展開護法運動，中國分裂 

（ ）13.民國初年的學者梁漱溟認為，帝國主義、軍閥是中國人民的最大敵人。他在 1930 年的一封信中指出：「數 

        年來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認為第一大仇敵是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的封建軍閥。」請問：軍 

        閥割據局面的產生始於下列何事？ 

       （A）辛亥革命  （B）保路運動  （C）軍政府成立  （D）袁世凱逝世 

（ ）14.右表甲、乙分別為兩個時期官方所頒行的學校行事曆，每逢表中 

所列的紀念日，學校須為學生講述相關歷史，來養成愛國心。由 

甲到乙的轉變，主要受到下列哪一事件的影響？ 

        （A）辛亥革命 

（B）馬關條約的簽訂 

（C）自強運動 

（D）戊戌變法 

 

 

（ ）15.在五四運動以前，鼓吹西方文化的雜誌只有新青年等數種，到民國 8年 6 月以後，新出現的刊物竟高達百 

餘樣，全力宣揚各種新潮思想。從這種成長，可以看出五四運動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A）仇視洋人，各地出現教案  （B）中國改以「天朝」自居  

（C）推行自強運動，富國強兵  （D）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擴大 

（ ）16.某人認為「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當此過渡時期，唯有 

先廢漢字，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請問：這段言論，最有可能出現於下列哪一時代的中國呢？  

（A）1810年代  （B）1910年代  （C）1860年代  （D）1960年代 

 

第一號：關於山東者，中國允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一切權益，山東省內及其沿海土地島嶼不得讓與或 

        租予他國，但開山東省內主要城市為商埠。 

第二號：關於南滿洲（東北）、東部內蒙古者，中國承認日本在該地的優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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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民國初年，某位學者了解到孩子自有其世界，並非「縮小的成人世界」。因此呼籲注重兒童教育的重要性， 

宣稱「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請問：這段言論，促進了下列哪些發展？ 

甲、培育兒童教育的師資；乙、教導成人世界的規矩； 

丙、開啟兒童文學的創作；丁、推行適合兒童的教育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丁 

（ ）18.以下是《晨報》在 1910 年代刊出的文章，內容如下：「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列強本已在會 

議決定德人在山東所得權利，交由五國商量處置，惟須得關係國之同意。我國所要求者，再由五國交還我 

國而已。不知因何一變其形勢也。此皆我國民所不能承認者也。」上述資料反映中國當時面對什麼樣的危 

機？  

（A）清廷無法鎮壓革命運動的浪潮   （B）受外國制約無法決定自己命運 

（C）各派軍閥相繼爭奪政府領導權   （D）中國軍民在山東慘遭日軍殺害 

（ ）19. 右文為美國學者古德諾在西元 1915 年發表的文 

         章，這篇文章發表後最有利於何種政治情勢出現？  

        （A）立憲派轉向與革命派合作 

        （B）加速二次革命的爆發 

        （C）刺激中華帝國的建立 

        （D）軍閥各據一方稱雄 

 

 

（ ）20.山東半島是近代以來列強侵略的焦點，下列有關的敘述哪些是正確？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二、題組：40分（每題 4分） 

（一）依據下文回答第 21-22 題 

       

 

 

 

 

 

（ ）21.上述情況最早會出現在何時？ 

      （A）19 世紀初期  （B）19世紀末期  （C）20世紀初期  （D）20世紀末期 

（ ）22.當時的北京大學學生，會有下列哪一項生活經驗？ 

      （A）閱讀青年雜誌上介紹共產主義思想的文章   （B）以慣用的文言文撰寫請願遊行宣言 

      （C）秘密加入革命組織興中會，參與革命運動   （D）課程學習無法與女同學共學討論 

（二）下表為中國近代史某位人物曾擔任的官職經歷，仔細閱讀後並回答第 23-24題。 

官職 任職時間 

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2年 

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 2年 

湖廣總督和內閣總理大臣 1年 

臨時大總統 1年 

大總統 3年 

皇帝 83天 

（ ）23.根據表格內容，最可能是誰的生平履歷？  

       （A）孫中山 （B）梁啟超 （C）段祺瑞  （D）袁世凱 

(甲)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波及山東半島  

(乙)民國 8年，「五四運動」的口號之一「外爭主權」，此主權就是指山東權益 

(丙)民國 4 年「二十一條要求」中，袁世凱將山東權利讓予日本 

(丁)山東城市有眾多德式建築物，起因於八國聯軍後，德國取得山東為其勢力範圍 

    北京《晨報》曾發表一系列討論大學開放女禁的文章，北大男生康

白情、羅家倫提倡大學應當開放女子，除此之外，琴韻、鄧春蘭等女子

也積極呼籲大學開放女禁，而響應此主張的則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

他對大學招收女學生的看法是：「大學本來沒有女禁，歐美各國大學沒

有不收女生的…從前沒有禁，現在也沒有開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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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此人陸續擔任民國的臨時大總統、正式大總統。請問：此人成為臨時大總統與其掌握軍事權力有何關係？ 

        （A）利用武力推翻中華帝國    （B）威脅利誘逼迫溥儀退位 

        （C）利用武力逼孫中山讓位    （D）利用武力護衛革命活動 

（三）依據下文圖片回答第 25-28 題： 

 

 

 

 

 

 

 

 

 

 

 

 

 

 

 

（ ）25.根據圖片含意，民國初年新女性可能體驗那些生活與文化？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戊  （C）乙丙戊己  （D）乙丙丁己 

（ ）26.根據上題的答案，民初婦女地位的提高與個人價值觀的解放，主因是哪一運動造成的？ 

       （A）二次革命 （B）武昌起事 （C）第一次世界大戰 （D）新文化運動 

（ ）27.民初有一度日製品在中國是滯銷的，甚至還被抵制購買。請問：這最有可能是受到何事的影響？ 

      （A）甲  （B）乙  （C）丙  （D）己 

（ ）28.根據己圖《狂人日記》，內容描寫主角「狂人」翻看中國古書時，發現仁義道德背後的意義卻是「吃人」。

根據上述內容，可知其創作的背景為何？        

（A）配合政府改革，響應二次革命  （B）因為洪憲元年成立，寫文諷刺 

（C）主張思想西化，批判傳統儒教  （D）因應仇洋反教，提倡新式文學 

（四）下列甲、乙、丙、丁為清末時對統治政權提出看法的主要代表人物。請問： 

甲：我認為人民普遍缺乏參與政治的能力，貿然推動總統制將會危害中國之獨立；應改革現行體制，並 

參考英、日兩國做為改革的借鏡。 

乙：不推翻現有體制，就無法創立真正的新中國。我們應該要推翻這個世襲的政府，建立共和新政權。 

丙：我不喜歡這些世界上的潮流，以不變應萬變。 

丁：推翻專制政權是我的責任。我希望建立一個五族共和的新國家。 

（ ）29.若是孫中山的伙伴，他的立場應比較接近何者？  

(Ａ)甲丙  (Ｂ)甲乙   (Ｃ)丙丁 (Ｄ)乙丁 

（ ）30.若是康有為、梁啟超的支持者，他的立場應比較接近何者？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