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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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分：(第 1到 10題，每題 4 分，共 40 分；第 11到 30 題，每題 3分，共 60分；總計 100分) 

一、單選題 

(    )1.《誰在地球的另一邊》一書通過百餘幅古代海圖，勾勒了近代歐洲海上交流活動的歷史進程，使讀者了解

被海洋隔絕的世界是怎樣在大航海時代一步步地被發現。請問促使歐洲展開海上冒險活動的主要原因為

何？ 

         (A)基督教教會為證明地心說而提供資金   (B)為了發展工業革命尋求更多的煤鐵礦 

         (C)為了香料與絲綢而渴望前往亞洲貿易   (D)啟蒙學者鼓勵人民探索世界破除迷信。 

(    )2.「專業人員都應該受到尊重。水電師傅擁有水電甲級證照是專業人員；醫師完成學業、參與實習並考取執

照是專業人員；教師修完教育學程、完成實習並考取教師證照是專業人員，因此水電師傅、醫師及教師

都應該受到尊重。」上述推論較符合下列哪一種研究方法？ 

         (A)歸納法   (B)演繹法   (C)專利法   (D)勞工法。 

(    )3.任教於威汀堡大學的數學教授雷替克斯，閱讀哥白尼一篇叫做《小註解》的短文後深受感動，親自到哥白

尼住處拜訪，並一起討論了兩年，於 1543年出版了手稿，立刻轟動整個歐洲。請問這份手稿對當時歐洲

有何影響？ 

        (A)促使人們重新認識並復興古希臘羅馬的知識文化。 

        (B)其中的「三大運動定律」奠定了近代物理學基礎 

        (C)開啟了歐洲各國積極向海外探險的「大航海時代」 

        (D)提出「日心說」挑戰基督教教會傳統的「地心說」 

(    )4.下表是近代某國海外拓殖的歷程簡介，根據表中的內容判斷，下列哪一史事與該國有關？ 

年分 重要史實 

1602年 該國統治者給予特定商人貿易特權而成立東印度公司。 

1619年 該國商人抵達爪哇，在巴達維亞設立總部。 

1633年 日本鎖國，該國商人在平戶建立商館，壟斷貿易。 

        (A)佔領台灣，並興建熱蘭遮城    (B)與台灣鄭氏簽約，進行通商 

        (C)擊敗蒙兀兒帝國，殖民印度    (D)組織船隊，率先繞地球一周。 

(    )5.西元 1494 年，在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見證下，最早展開航海事業的兩大強國簽訂《托德西利亞斯條約》，

條約規定兩國將共同壟斷歐洲之外的新世界，但隨著其他歐洲強國陸續崛起，此條約遭到抵制。請問「兩

大」強國所指為何？ 

        (A)葡萄牙、英國     (B)西班牙、荷蘭    

        (C)葡萄牙、西班牙   (D)英國、荷蘭。 

(    )6.小弘在國外參觀「聖十字聖殿」，殿內有許多先賢

偉人墓，導覽手冊對於其中一位生平介紹如右，此

人最有可能是誰？ 

        (A)牛頓   (B)伽利略 

        (C)培根   (D)哥白尼。 

(    )7.為了預防土石流災害，學者專家長期觀測土石流易發生的山區，排除人為破壞環境的因素後，發現山區若

連續降雨超過 300mm 則會發生土石流。藉此將雨量設定為預警指標，一旦超過警戒基準值時，即時告知

當地居民盡早撤離避難。請問學者專家主要採用何人所提出的方法研究土石流？ 

        (A)培根   (B)笛卡兒   (C)牛頓   (D)伽利略。 

(    )8.小弘翻閱報紙，注意到頭版標題因印刷瑕疵

而有汙損(如右圖)，根據新聞內容判斷，油

墨擋住的最有能是？ 

(A)美國   (B)法國   (C)英國   (D)荷蘭。 

 

活躍於十六至十七世紀，對於自然科學有重要貢獻。他

的其中兩本重要著作：《星際使者》是使用自製望遠鏡

觀測月球、木星及銀河等星體的整理；《論兩種新科學

及其數學演化》則討論速度、加速度及拋射等物體運

動，是他畢生對於物理學的探討總結。科學家霍金曾

說：「對於現代科學的誕生，他比其他人都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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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一位到國外打工的背包客在其社群軟體上記錄到；「這裡的原住民被稱阿寶(源自於 Aboriginal)，當地人

總是提醒我們小心在街頭遊蕩的他們，但深入了解才知道，因為外來的白人(英國人)從 18 世紀開始大批

人口移入，造成他們人數銳減，文化的傳承也出現斷層……近年來政府為了彌補，給他們經濟上的支援，

舒適的生活變得垂手可得，所以才容易看到無所事事躺在草地上做日光浴的阿寶們。」請問這位背包客打

工的地點最有可能是？ 

        (A)印度   (B)澳洲   (C)印尼   (D)巴西。 

(    )10.歷史老師在課堂上將一位思想家的重要理論羅列在電子黑板上，根據右方所示，

老師正在介紹的思想家是誰？ 

         (A)洛克   (B)盧梭   (C)伏爾泰   (D)馬克思。 

(    )11.墨西哥國旗上的國徽描繪了一隻老鷹站在仙人掌上啄著一條蛇的圖案，這幅畫源

自於一個古代文明的傳說。這個文明曾在中美洲建立起強大的帝國，並且其首都

位於今天墨西哥城的所在地。請問這個古代文明是什麼？ 

         (A)馬雅   (B)阿茲提克   (C)印加   (D)泰姬瑪哈。 

(    )12.承上題，後來「外力」入侵消滅了帝國，拆毀神廟、填平湖泊，並在原處大興土木，都城遭到破壞，如

今走在墨西哥城街頭，那有天主教教堂、高樓大廈，卻幾乎不見古文明的遺跡。上述的「外力」最有可

能是指下列哪一群人？ 

         (A)英國人   (B)荷蘭人   (C)葡萄牙人   (D)西班牙人。 

(    )13.1762 年他發表《社會契約論》，書中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常困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

人的主人，反比其他一切人更是奴隸。一個理想的社會應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係之上，國家則是

自由協議的產物，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認可。」請問「他」應該是何人？ 

         (A)洛克  (B)盧梭  (C)狄德羅  (D)孟德斯鳩。 

(    )14.著名詩人亞歷山大．波普說：「自然與自然定律隱藏在黑夜中；上帝說，讓牛頓來。於是，一切頓時光明。」

這是讚美牛頓所提出的理論，徹底改變了人類對自然界的理解。請問下列哪一件事足以證明？ 

         (A)推行歸納法，透過觀察、實驗歸納出普遍原則 

         (B)提出萬有引力及三大運動定律，奠定近代物理 

         (C)發表《天體運行論》挑戰基督教教會的地心說 

         (D)主張「天賦人權」，人民有權反抗專制的政府。 

(    )15.17世紀英國成立東印度公司以進行海外貿易及建立殖民地，南亞沿岸城市因位於必經之地，遂成歐洲各

國競逐的目標；英國初以東印度公司與當地統治者簽訂貿易協定，後更利用帝國境內多民族矛盾及衰

落，於 19世紀時取消東印度公司的管轄權改為直接經營殖民地的模式。請問上述統治南亞的帝國最有

可能為下列何者？ 

         (A)阿茲提克帝國   (B)印加帝國   (C)蒙兀兒帝國   (D)馬雅帝國。 

(    )16.十八世紀時，一位法國學者聯合許多學者共同編寫百科全書。雖然這些學者哲學觀點和宗教思想不盡相

同，但都崇尚理性思維。他們在各自的領域發揮專長，進行知識學術的整合，使人們更便於檢索知識的

相關內容。上述這一位法國學者是誰？ 

         (A)盧梭   (B)孟德斯鳩   (C)伏爾泰   (D)狄德羅。 

(    )17.知名精品品牌推出以達伽馬為主題的袖扣，航行的船隻圖案代表了他無謂的冒險精神；以星座為設計的

星辰款，則意喻他啟航日期。請問達伽馬最重要的成就是什麼？ 

         (A)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    (B)完成繞地球一圈的創舉 

         (C)首先發現非洲的南端    (D)最早抵達美洲的歐洲人。 

(    )18.2024 年 12 月，為了慶賀澳門回歸 25周年，多間餐廳推出節日盛宴，其中一道「葡國雞」原本是傳統的

葡萄牙式菜色，經由非洲傳入澳門，把紅辣椒、胡椒粉、蒜頭等辛香料熬煮成濃稠的醬汁淋在烤好的雞

肉上。上述澳門料理誕生的背景最有可能為何？  

         (A)印度居間控制東、西貿易，促使葡萄牙發展海外探險 

         (B)受鄭和下西洋宣傳國威影響，產生前往非洲探索熱潮 

         (C)歐洲國家陸續前往亞洲貿易，建立根據地並相互競爭 

         (D)歐人嚮往亞洲傳統文化，刻意設立據點以便深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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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有一筆資料顯示：「西元 1733～1738年間，凱伊發明了飛梭，提高了織布效率；西元 1738年，惠特製成

了滾筒式紡紗機；西元 1760 年，織布工人哈格里夫斯改造出立式的新型紡紗機，使紡紗效率提高十幾

倍……。」請問：上述技術的發展，與下列哪一史事的出現有關？ 

         (A)文藝復興   (B)科學革命   (C)啟蒙運動   (D)工業革命。 

(    )20.據保守估計，自歐洲探險船隊陸續抵達美洲後，當地原住民的死亡人口數量達到 500萬之多，而當時所

有的居民加起來都沒超過 1000萬。請問原住民在短時間內以極快的速度減少，其可能的主要原因為何？  

         (A)美洲原住民多移民到歐洲生活    (B)無法抵抗歐洲人帶來的傳染病 

         (C)美洲糧食被銷往海外導致饑荒   (D)被大量販賣到亞洲礦場當苦工。 

(    )21.某位學者說道：「理性是獲得客觀知識的工具，且為人類天賦的能力，不過長久以來受到天主教教條的權

威壓抑而隱藏起來。因此，我們應該破除迷信、打倒傳統權威，使人類邁進文明的世界之中。」這樣的

觀點最可能會得到下列何人的支持？ 

         (A)洛克   (B)盧梭   (C)伏爾泰   (D)孟德斯鳩。 

(    )22.國際單位制是當今應用最廣泛的測量單位系統，目前共有 7 種基本單位，22種衍生單位，當中有 2種基

本單位與 17種衍生單位以有突出貢獻科學家的名字命名。功率單位「W」即是瓦特的第一個字母，請問

瓦特的貢獻為何？ 

         (A)證明「太陽中心說」   (B)提倡演繹法 

         (C)提出三大運動定律     (D)改良蒸汽機。 

 

二、題組 

(一)以下是三份對不同時代的論述，閱讀內容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此一時期人們對於傳統的知識抱持懷疑的態度，並透過顯微鏡、望遠鏡、溫度計等新工具重新檢視

傳統觀念，在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等領域都有突破性的進展……。 

    資料二：當時法國有一批學者，受到洛克學說的影響，高唱理性的重要，攻擊無知及迷信，崇尚思想自由……

這群人批評時政不遺餘力，積極探討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為現代民主制度奠定基礎。 

    資料三：有一段時期強調人性的價值，藝術和文學蓬勃發展，人們重新探索古希臘與羅馬的文化傳統。這時

代的創新精神促使大師們創作出不朽的藝術作品，展現對人類智慧與美的讚頌，並深刻影響後世文

化發展。 

(    )23.根據內容判斷，依時代發展排列順序為何？ 

         (A)資料一、資料二、資料三   (B)資料三、資料二、資料一    

         (C)資料二、資料三、資料一   (D)資料三、資料一、資料二。 

(    )24.資料二提及洛克，關於他的學說下列何者正確？ 

         (A)提出「天賦人權」   (B)提倡「三權分立」   (C)主張「主權在民」   (D)強調「取消私產」。 

(    )25.根據資料二的內容判斷，這些學者的理論，促成日後哪一事件發生？ 

         (A)文藝復興   (B)宗教改革   (C)美國獨立   (D)海外探險。 

 

(二)右圖是 16 世紀歐洲對外貿易圖，根據圖片內容回答問題： 

(    )26.請問甲、乙、丙分別是哪一洲？ 

         (A)美洲、歐洲、非洲    (B)歐洲、亞洲、非洲  

         (C)美洲、亞洲、歐洲    (D)歐洲、亞洲、美洲。 

(    )27.此貿易持續好幾個世紀，造成深遠影響，下列何者正確？ 

         (A)使學者提出社會主義保障奴工權益 

         (B)改變美洲大陸當地原有的人口結構 

         (C)亞洲地區因此天花大流行人口銳減 

         (D)促使各洲以專利法保護原物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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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下方地圖，並回答問題： 

 

(    )28.神父戈馬拉曾說：「自上帝創造世界以來，最偉大的事件就是印第斯（當時對於亞洲東部的泛稱）的發現。

哥倫布是探險者和發現者的象徵：他不但深具遠見，而且信心十足。他不屈不撓，力排眾議，膽識過人，

剛毅堅強，他是改變歷史的英雄人物。」然而根據史實，哪一條才是哥倫布實際航行的路線？ 

(A)甲  (B)乙  (C)丙  (D)丁。 

(    )29.一位航海家沿著丙路線出發並說到：「我們人類所居住的世界，是由水、陸兩部分所形成的球體，如果向

著西方航行，最後就可以繞行世界一周，且從東方回到原來出航的地點。」請問這位航海家是誰？ 

(A)狄亞士   (B)達伽馬   (C)麥哲倫   (D)亞美利哥。 

(    )30.圖中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首次出現在歐洲航海圖上，與何人最有關係？ 

(A)狄亞士   (B)達伽馬   (C)哥倫布   (D)麥哲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