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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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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60 分) 

(    )1.「五月風暴」又稱「五月革命」，是指 1968年在法國發生的學生運動，數以千計的學生占領巴黎許多大學

校園，其中巴黎美術學院的學生，甚至以「破除傳統」為由，搗毀校內供素描教學之用的石膏像。根據

判斷，巴黎學生行動時最有可能高喊下列哪一口號？ 

        (A)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B)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C)超英趕美，土法煉鋼   (D)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    )2.蔣中正曾在日記中記載：「接獲美、英自動放棄在我國領事裁判權重訂新約之通告，此乃國父革命奮鬥最

大之目的，而今竟將由我手中達成，我國次殖民地之地位與百年來所受國恥，已掃除盡淨，衷心快慰，

無以言喻。」請問蔣中正寫這段日記的背景為何？  

        (A)十年建設期間，英美為了支持國民政府對抗中共而重新簽約 

        (B)七七事變後，英美以新約作為條件，希望中國獨立對日作戰  

        (C)五四後，學生運動興起不斷示威抗議，使英美宣布放棄特權  

        (D)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為加強對中國合作，主動放棄特權。 

(    )3.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發表一篇演說，當中提到：「昨天，西元 1941年 12月 7日，美利堅合眾國遭到了日本

帝國海、空軍預謀的突然襲擊。美國當時與日本處於和平的狀態，而且應日本的請求，與其政府進行對

話，希望維持太平洋的和平。……不論要用多長的時間才能戰勝這次預謀的侵略，美國人民興正義之師

必將贏得澈底勝利。……」羅斯福發表此演說的背景為何？ 

        (A)日軍攻入南京，殘殺軍民行為缺乏正義   (B)日本成功占領臺灣，阻礙美國勢力擴張 

        (C)日本終止美國石油進口，引發商貿衝突   (D)日本攻擊珍珠港，破壞太平洋地區和平。 

(    )4.2010年，甘肅省景泰縣進行第三次文物普查時，發現上千座土法的「煉鋼爐」群。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

吹日晒，有的煉鋼爐爐膛內仍然殘存有明顯的火燒痕跡，文物部門正在對這些「煉鋼爐」，進行登記並加

以妥善保護，準備申報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請問「煉鋼爐」的興建最可能發生在哪一時期的中國？ 

        (A)黃金十年期間     (B)太平洋戰爭期間   (C)農工大躍進期間   (D)文化大革命期間。 

(    )5.毛澤東曾驕傲的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

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今日，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請問他能發表這樣的言論，是因

為發生了下列哪一事件，使中共有喘息機會，進而改變了國共勢力的消長？  

        (A)九一八事變 (B)一二八事變 (C)西安事變 (D)七七事變。 

(    )6.「此一時期國民政府以中國國民黨代表大會為最高決策機構，對廣大人民進行正式訓練以培養人民參政的

能力，作為未來行憲的過渡期。」根據上文判斷，請問此一時期自何時開始？ 

        (A)北伐完成後   (B)西安事變後   (C)七七事變後   (D)政府遷台後。 

(    )7.以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召開的國際會議內容： 

  「美英為自國的繁榮，壓迫他國和民族，特別是侵略大東亞，貪得無厭的剝削大東亞，隷屬化大東亞的野心，

顛覆大東亞安定的根本。這正是進行大東亞戰爭的原因。 

    大東亞各國應相互提攜協作，從美英枷鎖下解放大東亞，以道義為基礎，完成大東亞戰爭，完成自存自衛，

確保大東亞的安全，建設共存共榮的秩序。」 

        根據內容判斷，參與此會議的國家組合最有可能是何者？ 

        (A)中國、美國、英國   (B)美國、英國、蘇聯   (C)日本、緬甸、菲律賓   (D)日本、美國、英國。 

(    )8.「昭和恐慌」發生在 1930 年代初期的日本，由於全球性經濟危機，使日本經濟面臨嚴重困境，導致日本

境內的政治氣氛轉變，關於此時的日本政府的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推動明治維新，追求富國強兵   (B)軍國主義抬頭，目標侵略中國 

        (C)以空間換取時間，攻擊珍珠港   (D)攘外必先安內，建立黃埔軍校。 

(    )9.民國 64年 4月，蔣中正總統去世，他到靈前致意，寫下：「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 

所謂「政見之爭，宛若仇讎」，是指他曾為了改變國家方針而挾持蔣中正，因此扭轉了國共的命運，也付

出了自己被幽禁半個世紀的代價。請問上述的「他」是誰？ 

        (A)張學良   (B)李宗仁   (C)毛澤東   (D)溥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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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有一時期「數以百萬的難民湧向西南各地，房租上漲，物資缺乏，開水代替了茶，鮮有喝茶的機會。物

價節節上漲，教師的薪資相形縮水，入不敷出。學校本身沒有固定的校舍，時常要給軍隊或其他單位使

用，他們就到野外荒塚搭帳篷而居，用稻草或茅草鋪在土地上睡覺，有時更是坐在山邊的岩洞中，大家

輪流挑水、看門。」請問文中所述的時代背景為何？ 

         (A)國民政府清黨後，中共在山區建國   (B)國民政府圍剿中共，致使中共逃竄 

         (C)抗戰爆發，政府為保存戰力而遷都   (D)文化大革命時，知識分子慘遭批鬥。 

(    )11.《毛澤東傳記》一書簡介寫著「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偉大的

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綜觀他的一生縱然有錯，但他對中國革命的

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根據判斷，「綜觀他的一生縱然有錯」，所謂的「有錯」，最有可能是？ 

         (A)實施訓政，以黨治國遭受批評   (B)發動文革，造成十年浩劫 

         (C)發動西安事變，促成國共合作   (D)聯俄容共，導致國共分裂。 

(    )12.自民國 18 年美國發生金融風暴以來，經濟的恐慌瀰漫全世界，各國相繼修訂貨幣政策，企圖解決經濟困

境。中華民國亦捲入這場國際經濟動盪的漩渦中，財政部於是積極思考改進的方法，一方面因應世界的

趨勢，另一方面則配合國內的情況，規畫新貨幣政策，並於民國 24年 11月 3 日公布實施。上述的政策

應為何項？ 

         (A)推動專賣，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B)銀銅並用，因應國際匯率變化  

         (C)發行新臺幣，停止與法幣兌換  (D)發行法幣，解決幣制混亂情況 

(    )13.右表是中國在西元 1950～2015年人

口統計圖。表中西元 1959～1960年

死亡率超過出生率的原因，主要是

哪一個政策所造成？ 

         (A)國民政府剿共   

         (B)國民黨清黨    

         (C)大躍進運動   

         (D)文化大革命。 

 

 

(    )14.西元 1949 年 10月 1日，中共在北京

舉行開國大典，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同時這也意味著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政權的失敗。請問中共贏得勝利的原因為何？ 

         (A)依開羅會議的決議，蘇聯接收東北，將所獲武力接濟共軍  

         (B)中共控制城市區實施改革，示好工人，因而掌握廣大兵源  

         (C)美國派遣馬歇爾轉向支持中共，提供金援，造成局勢逆轉  

         (D)國民政府因接收不當及無法遏止通貨膨脹，以致大失民心。 

(    )15.有一份新聞公報的內容是：「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侵略。三國決不為自

身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

得或占得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如滿洲、臺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根據判

斷，三大盟國是何處商議此份文件內容？ 

         (A)埃及開羅   (B)中國重慶   (C)日本廣島   (D)蘇聯雅爾達。 

(    )16.一位參加「早請示、晚彙報」的人在日記寫：「清晨六點鐘廣播喇叭一響，便都起床，二十分鐘內刷牙洗

臉完畢，都站到土牆上掛的偉大領袖像前早請示，唱一遍『語錄歌』，手持『紅小書』三呼萬歲，然後

去食堂喝粥。我覺得這套儀式無意義、屈辱、單調，不過我當然不會這麼說。」這人的生活背景最可能

是下列何者？   

         (A)國共內戰時期的臺灣    (B)滿洲國成立後的東北  

         (C)抗日戰爭時期的南京    (D)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國。 

(    )17.有一首詩歌寫道：「單幹好比獨木橋，走一步來搖三搖；互助好比石板橋，風吹雨打不堅牢；合作社鐵橋

雖然好，人多車稠擠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橋，通向天堂路一條。」根據內容判斷，這首詩歌應該出現在

下列哪一個時期？  

         (A)國共內戰時期   (B)中共建國初期   (C)大躍進運動時期  (D)文化大革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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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47 年，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先生，發表了廣播談話：「今天是耶穌降生的日子，也將是我們中

華民國和全體人民統一獨立平等自由新生機運肇始的一天。我認為□□□的實施，只是完成建設新中國

的最後目標的初步，但這對我們中國三千年來專制政體和封建社會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根據上文判

斷，□□□所指為何？ 

         (A)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   (B)中華民國憲法   (C)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D)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    )19.清末因戰敗簽訂條約，其中包含「秉公議定稅則」，即中國海關進出口貨物的稅款，中國無權自行決定，

必須與英國共同議定。直到國民政府發表《廢約宣言》，才收回關稅自主權，請問關稅自主權喪失是哪

一條約？又何時收回？ 

         (A)《南京條約》，五四運動時期   (B)《南京條約》，十年建設時期 

         (C)《馬關條約》，抗日戰爭時期   (D)《馬關條約》，國共內戰時期。 

(     )20.右表是荷蘭歷史學家馮克所著三部關於共產中

國著作的簡介，若想按照書內「歷史發展時序」

閱讀三部著作，依序應為下列何者？ 

          (A)乙甲丙 (B)乙丙甲 (C)丙甲乙 (D)丙乙甲。 

 

二、題組(第 21-30 題，每題 4分，共 40分) 

(一)下方是中共勢力發展圖，依圖回答第 21-23 題。 

(    )21.圖中的甲事件促成了國共的第一次合作，開啟了兩黨近百年的分分合合。請問甲事件為何？ 

         (A)五四運動   (B)聯俄容共   (C)西安事變   (D)七七事變。 

(    )22.圖中的丙事件使得中共勢力縮減，直到丁事件才轉危為安。請問丙事件為何？ 

         (A)北伐軍閥   (B)清黨分共    

         (C)五四運動   (D)剿共戰爭。 

(    )23.自民國 26 到 34年，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快速增長，主要的原因最可能為何？ 

         (A)中共趁中日戰爭時壯大實力   (B)「長征」時期號召人民加入    

         (C)國共內戰期間共黨勢力大增   (D)蔣中正北伐時無力征討中共。 

 

(二)參考右圖，並回答第 24-27題。 

(    )24.東京「日日新聞」刊載隨軍記者的一篇文章中

寫著：「准尉宮岡和野田約定作一個砍殺一百敵

人的比賽。兩人在紫金山下相見，彼此手中都

拿著砍缺了口的軍刀。……很不幸因確定不了

誰先達到一百之數，因此，兩人重新再賭誰先

殺滿一百五十名中國人。」上文是描寫日本人

在何處的殘酷大屠殺？ 

         (A)甲   (B)乙   (C)丙   (D)丁。  

(    )25.民國 29年，日本軍方在地圖標註了某個城市，

此城市不僅是政府機關辦公區及金融商業區的

所在地，更是蔣中正作戰指揮中心，因此成為

日本軍方派遣戰機轟炸的首要目標。請問上述

城市是？ (A)甲  (B)乙  (C)丙  (D)丁。 

書籍 簡介 

甲 

一場源於毛澤東積怨報復的政治運動，他號召

年輕人挺身為他戰鬥，肅清潛伏在黨內的走資

派與階級敵人，讓紅衛兵來對付他的政敵。 

乙 

毛澤東想把中國提升為超級大國，超越歐美，

但最終成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群體性殺戮之

一」，千萬人因過度勞累、飢餓而死。 

丙 

中共把戰勝國民黨的勝利稱為「解放」。解放

後，人民面對的是「一座精心設計的思想集中

營」。不到十年，已經無人敢反對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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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一份請願書中說到：「皇上年紀很小就登基，當時正好遇到革命軍興起，因為不忍兵禍才決定退位。」今

日幸有「大日本帝國仗義出兵，驅逐張氏。」所以大家決定「建立新邦」，並定年號為「大同」，由日本

帝國率先承認。根據判斷，這個「新邦」的勢力範圍位在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    )27.「盧溝曉月」從 900年就是中國文人墨客筆中的燕京八景之一，但近年來因為過去歷史的傷痛掩蓋了自

然美景，大家共同的記憶只剩「除了「1937年 7月 7日日本軍以演習士兵失蹤為藉口，要求進入縣城搜

查，被守軍拒絕而炮擊盧溝橋，守軍奮起還擊……」。請問「盧溝曉月」位在哪一地方？ 

          (A)甲  (B)乙  (C)丙  (D)丁。 

 

(三)閱讀短文，並回答第 28-30題。 

    紫禁城是中國著名的皇城，1925 年成立故宮博物院來管理前朝文物，然而受到政局動盪的影響，為了保護國

寶的安全，開始遷運避難計畫。故宮文物搬遷始於 1931 年下半年，當時入侵的敵軍不斷壓迫中國東北，天津、北

平(北京)岌岌可危，故宮未雨綢繆，特別挑選文物精品裝箱儲置，為文物播遷預作準備。1933年山海關失守，國

民政府決定將文物南遷上海與南京。之後，敵軍進逼上海，才又分批從上海、南京運至長沙、貴陽、四川等地。 

    抗戰勝利後，政府打算將故宮文物運回北平，但因平漢鐵路受到戰事影響而中斷，只能將文物於集中重慶後，

走水路到南京，全部文物直到 1947 年底才運送完畢。到了隔年，戰況急轉直下，文物來不及重新規劃安置方式，

政府因而決定將部分文物裝船運至台灣。到 1965年，台北故宮博物院落成，中華文化國寶歷經數十年輾轉數萬公

里後，終於獲得安置。 

(    )28.故宮文物最早開始籌畫搬遷，應與下列哪一事件有關？ 

         (A)九一八事變   (B)一二八事變   (C)七七事變   (D)珍珠港事變。 

(    )29.敵軍進逼上海，政府遷都重慶，並將文物轉送西南方，是為配合當時哪一政策？ 

         (A)速戰速決   (B)先安內後攘外   (C)以空間換時間   (D)以時間換空間。 

(    )30.根據文化內容判斷，當時政府主要是因為下列哪一項因素，決定將故宮文物裝船運到遙遠的台灣？ 

         (A)敵國軍隊不斷進逼中國的內地   (B)國共兩黨之間的衝突日益激烈 

         (C)平漢鐵路因戰事狀態無法通車   (D)開羅宣言讓國民政府收復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