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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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第 1 到 20題，每題 3分，第 21 到 23題，每題 4分，共 72 分) 

(    )1.孫中山與竹馬陸皓東以興中會之名義在廣州起事前曾說：「我費盡心血的萬言書不被李鴻章重視，又見國

家戰敗屈辱求和，朝廷與官府的腐朽造成民不聊生，因不滅滿清，不足以復興漢族。」請問孫中山之所

以展開革命，是受到哪一事件的刺激？ 

        (A)甲午戰爭   (B)八國聯軍   (C)日俄戰爭   (D)五九國恥。 

(    )2.《二十年來中國之革命戰爭》一書提到：「二次革命的失敗，導致國民黨在各省之武力，都被北洋軍所消

滅。國民黨旣失其武力，其在議會及輿論之勢力，亦受壓迫。辛亥革命所成之事業，至此僅存中華民國

之四字矣。」請問關於二次革命的敘述何者正確？ 

        (A)革命領導者為袁世凱   (B)討伐的對象是段祺瑞 

        (C)起因為宋教仁被刺殺   (D)國家因此而南北分裂。 

(    )3.清廷為了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借款，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因未給予合理補償，引起各省人士

反對，尤以哪一省的保路運動抗爭的最激烈，為革命起事製造有利的機會？ 

        (A)湖北   (B)南京   (C)上海   (D)四川。 

(    )4.袁叔禎在〈我的父親－袁世凱〉一文中描述：「父親的事業遭到了國人普遍的反對，他在內外夾攻的情勢

下，精神上的壓力為他致病的主要原因。……到最後眾叛親離，才是對他沉重的打擊。他這時羞憤交加，

又恨又怕，再也支撐不住，以至身亡。」請問文中所謂「袁世凱的事業遭反對」是指？    

        (A)擁立溥儀復辟    (B)宣布洪憲帝制   (C)發動二次革命    (D)支持參加一戰。 

(    )5.美國學者杜威在胡適邀請訪下問中國，他在北京時觀察到：「軍人干政是中國的政治常態，任何軍閥擁有

北京政權時，政府如同傀儡，受其玩弄。」請問杜威所見之軍閥亂象，主要是因哪一事件造成的？ 

        (A)袁世凱病死後   (B)宋教仁被殺後   (C)蔣中正北伐後   (D)孫中山逝世後。 

(    )6.民國初年，魯迅發表小說《狂人日記》其中一段：「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

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

字是『吃人』！」根據判斷作者要表達意思為何？ 

        (A)配合政府革命，響應推翻滿清   (B)政府訂立國恥之日，寫文諷刺 

        (C)為打倒孔家店，批判傳統思想   (D)因應仇洋反教，宣揚中華文化。 

(    )7.以下是中國某地的旅遊介紹：「市區的景色看膩了，可以到這座山走走，德國統治這座城市時，稱其『伊

爾梯斯山』，建有炮台；後來日本占領時，改稱『旭山』。雖只是海拔 150 公尺的小山，卻紀錄了歷史演變

過程。」此一城市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青島   (B)南京   (C)廣州   (D)武漢。 

(    )8.西元 1917 年以來，中國同時出現兩個政府組織，一個是北方的「北京政府」，另一個則是南方的「廣州政

府」，為了爭奪北京政府的領導權，南北方各派系軍閥彼此征戰不休，造成地方動盪加劇。上述民初中國

形成南北分裂情形的原因為何？ 

        (A)袁世凱刺殺了宋教仁   (B)段祺瑞毀棄臨時約法 

        (C)蔣中正策動武力清黨   (D)黎元洪擁護溥儀復辟。 

 (    )9.他主張：「古人已造就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就今人之文學。……我要以表達現代人思想情感的白話文學，

來與死文字的文言文學相對抗。」因此他創作白話新詩〈希望〉：「我從山中來，帶得蘭花草。種在小園

中，希望花開好。……」後來被改編為膾炙人口的歌曲〈蘭花草〉。請問「他」最有可能是誰？  

         (A)李大釗   (B)蔡元培   (C)胡適   (D)梁啟超。 

(    )10.右表為民初第一次國會大選，參、眾兩院國會議員的選舉結果。根據當

時的《臨時約法》，哪一政黨負責人可以依法組織責任內閣？  

         (A)國民黨   (B)進步黨   (C)跨黨派   (D)無黨籍。 

(    )11.承上題，請問《臨時約法》採用責任內閣制的目的為何？ 

         (A)擁護孫中山  (B)制衡袁世凱   (C)預備改帝制   (D)為一黨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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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 269 154 147 26 596 

參議院 123 69 38 44 274 

合計 392 223 185 70 870 

（單位：人）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歷史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 2 頁，共 3 頁 

(    )12.右表是同盟會領導者針對革命提出的三大戰略，當時邊區革命犧牲慘重，首都革命也失敗被捕，最後是

中區革命取得成功，請推斷此「中區革命」是下列何者？ 

         (A)孫中山率領黨內同志，發動二次革命反袁 

         (B)列強及部屬聯合反對，中華帝國被迫撤銷 

         (C)廣州黃花崗之役壯烈犧牲，成功推翻滿清 

         (D)宣統 3 年因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紛紛獨立。 

(    )13.承上題，此位領導者同時是民國初年組建國民黨的

實際負責人，然而當他合法取得政權正要大展拳腳時，卻在上海火車站遭槍手暗殺。請問這位被暗殺的

領導者應該是下列何人？ 

         (A)袁世凱   (B)孫中山   (C)宋教仁   (D)段祺瑞。 

(    )14.「……」作為中國現代化轉型之初的第一場學生運動，之後這種學生介入政治的現象屢屢發生，如民國

20年九一八學潮、民國 24年一二九運動等，直到近代也是各種學生運動的精神源泉。上文中的「……」

應填入下列何者最適當？ 

         (A)立憲運動   (B)白話文運動   (C)五四運動   (D)皇民化運動。 

(    )15.蘇聯革命成功後，為取得中國的好感，宣布無條件廢止帝俄時期從中國搶奪而來的一切權益，更派遣吳

廷康(Gregory Voitinsky)到中國宣傳共產主義，並會見相信此一主義可以實現公理正義的學者，不久

便在上海共同創組中國共產黨。請問與吳廷康會見的學者最有可能是誰？ 

         (A)孫中山   (B)李大釗   (C)魯迅   (D)胡適。 

(    )16.以下是 1910年代，某國向中國政府遞交的文件部分內容： 

         (1)須承認我國繼承德國在山東等地特權。 

         (2)必須聘用我國人民為政治、軍事和財政顧問。 

         根據文件內容判斷，關於此次外交事件的敘述何者正確？          

         (A)「某國」是指俄國 

         (B)孫中山為「聯俄容共」而接受 

         (C)學生發起新文化運動表達抗議 

         (D)因最後被迫簽訂又稱五九國恥。 

(    )17.孫老師在課堂中展示了一本刊物的目錄(如右圖)，根據內容判斷，此刊物發

行與下列哪一事件最有關係？ 

         (A)護法運動   (B)新文化運動   (C)立憲運動   (D)復辟運動。 

(    )18.一則資料提到：「『他』利用黎元洪與段祺瑞的矛盾，率五千『辮子兵』，假借『調停』的名義入京。在清

宮召開『御前會議』，把一個十二歲的孩童拱上帝位，改稱此年為『宣統 9年』，通電全國改掛龍旗，並

自任議政大臣……，但為期僅十二天便失敗。」上述的「他」是指何人？ 

         (A)張勳   (B)梁啟超   (C)孫中山   (D)袁世凱。 

(    )19.民國初年，新知識分子積極創辦期刊，例如：新青年、新社會、新中國、進步青年等。他們透過刊物宣

傳：「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族，方興未艾。」請問當時的新知識分子所要求的「變」，

主要針對何者而言？ 

         (A)社會未創設女子學校，我們必須廣設女子學校 

         (B)祭祖文化是中國傳統美德，應全面地發揚光大 

         (C)文言文作為教育基本教材，是兒童啟蒙的利器 

         (D)主張全盤西化，引進西方的科學以及民主思想。 

(    )20.他的名言是：「我聘任教師有三條標準：學有專精、獻身學術研究，以及善於引導學生思考與研究的能力。

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

展。」在他的領導之下，北京大學成為「中國首學」，請問上述的「他」最可能是何人？ 

         (A)胡適   (B)陳獨秀   (C)魯迅   (D)蔡元培。 

(    )21.直到 1959 年，聯合國才頒布《兒童權利宣言》，明確規定了兒童應享有健康成長和發展、受教育的權利。

但在此之前，中國社會早已開始關注兒童心理與閱讀興趣，市面上也出現各種圖文並茂的兒童讀物。請

問上述「以兒童為本位」的觀念何時傳入中國？  

         (A)大唐盛世   (B)元末明初   (C)明末清初   (D)清末民初。 

 

戰略 優點 

邊區革命 在廣州等沿海城市發動，武器接應方便 

中區革命 若佔領長江中下游重要城市，號召力強 

首都革命 直接在北京起義，風險雖高，影響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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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內，有一份 1919年的文獻檔案，標題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是當時的學者

聯合向教育部說明標點符號的重要性，隔年教育部便批准了這份議案，新式標點符號便一直沿用至今。

請問學者們提出此議案的目的與下列何者最有關係？ 

         (A)配合科舉制廢除    (B)鼓勵文言文創作   (C)推廣白話文運動   (D)建立新女性形象。 

(    )23.小弘提供以下兩段資料給 ChatGPT，希望根據資料內容提供相關書籍，請問 ChatGPT的回答最有可能是？ 

         資料一：歷史學者一致認為此時期戰爭是無休止的，由於個人忠誠在組織中扮演著主要角色，因此使用

武裝力量與毫無節制地榨取財富變成了決定權勢大小和職位高低的手段。 

         資料二：列強也因擔心中國取得獨立地位，使得各國在華利益遭到損失，轉而與地方上的組織合作，提

供經濟、技術上的支持。 

         (A)《近代中國的軍閥割據史》    (B)《清末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    

         (C)《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D)《中國勞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二、題組(第 24 題到 30題，每題 4分，共 28分) 

(一)參考右方北伐路線示意圖，並回答第 24~26 題： 

(    )24.一位政治人物曾說：「孫中山先生畢生的遺憾，便是未能解決各地軍閥肆虐的

問題，如今唯有用武力統一各方分裂勢力。為貫徹此主張，我只好誓師北伐

掃除各地軍閥割據……。」這最有可能是何人的言論？ 

         (A)黎元洪   (B)袁世凱   (C)段祺瑞   (D)蔣中正。 

(    )25.承上題，北伐途中，曾因共產黨圖謀不軌，該政治人物為肅清叛亂，另組政

府，導致當時有兩個「國民政府」存在，請問分別位在右圖何處？ 

         (A)甲、戊   (B)乙、丙   (C)甲、丙   (D)乙、庚。 

(    )26.民國 17年，北伐統一終於完成，最後的關鍵是何人帶領「己」區軍閥歸順，

將原政府五色旗更換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A)段祺瑞   (B)張作霖   (C)張學良   (C)張勳。 

 

(二)一位學生在報告中引用了三份資料，閱讀後回答第 27~30題： 

    資料一：「北京大學等十三所院校三千餘名學生聚集天安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並宣讀北京全體學

界通告：『萬國和會是我國外交的大失敗，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

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資料二：示威遊行的學生隊伍衝進了官員的住所，不僅將裡面的人痛打一頓，還放火點燃住宅。北洋政府出

動武裝軍警鎮壓，逮捕示威學生 32人。為抗議反動政府的鎮壓和營救被捕學生，北京各大專學校的

學生從第二天起進行總罷課。社會各界也紛紛舉行罷市、罷工以支援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在群眾運動

的強大壓力下，被捕的 32 名學生全部獲釋。 

    資料三：從來不落後於人的上海女界將上海 23 所女校的學生組織起來，組織演講、成立團體、焚燒日貨、慰

勞各界、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其通告全國婦女界曰：「我女界同胞投袂而起，合群策群力以濟難關，

向政府陳告力爭，保全我領土。」 

(    )27.根據資料一的內容，「萬國和會」召開的背景應該為何？ 

         (A)甲午戰爭結束   (B)辛亥革命成功   (C)五九國恥事件後   (D)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    )28.根據資料二的內容，社會各界的訴求，與下列何者最有關聯？ 

         (A)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B)提倡民主，提倡科學    

         (C)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D)仇洋反教，扶清滅洋。 

(    )29.根據資料三的內容，說明當時何種社會風氣的變化？ 

         (A)更多人追求男女自由戀愛   (B)新女性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C)上海的女性地位比北京高   (D)兒童教育受到社會的重視。 

(    )30.綜合上述資料，學生報告的主題應該是何者？ 

         (A)二次革命的背景論述   (B)五四運動的發展始末 

         (C)帝制復辟與民主思潮   (D)護法運動的始末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