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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L5-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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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題，每題 3 分，第 21 題 4分，共 64 分。 

(    )1.右圖示意圖應與下列哪個國際組織有關？ 

(A) 聯合國  (B)世界貿易組織  (C)東南亞國家協會  (D)東南亞公約組織 

(    )2.1950 年代起，美國因應共黨國家在東亞的擴張，聯合友好國家採取圍堵政策。下列選

項中，何者是圍堵政策的產物？   

        (A)開羅會議  (B)臺灣關係法  (C)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D)東南亞國家協會  

(    )3.1955 年，東南亞公約組織正式成立，成為美國的亞太圍堵體系的一環。請問：關於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敘

述，何者正確？  

(A)為一軍事同盟組織  (B)成員國包含印尼和泰國  (C)總部設在越南河內  (D)1991年後注重經貿合作  

(    )4.1949年，毛澤東曾表示：「我們也勸北韓同志不要向南韓發動進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勢，因為在這個

進攻過程中，美國能夠迅速把在日本的部隊和武器調到朝鮮半島來。而我們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給予支

援，因為我們的全部主力已到長江以南去了。」請問：中共主力南下的主因為何？ 

(A) 追擊國民黨部隊  (B)支援越南共產黨  (C)躲避日軍追蹤  (D)兩萬五千里長征 

(    )5.自某一時期起，整個中國約六億五千萬人開始被政府總動員，努力執行一項新的經濟政策，不停地開礦煉

鐵、築路、蓋工廠、水壩與造林、墾荒。可是遺憾的是，這樣子的大忙一場，所得到的鋼鐵成品，卻大半

是不能使用的。直到十多年後，才因採行另一項新政策，景氣逐漸出現起色。請問：上文中令景氣出現起

色的「另一項新政策」，是何人掌握大權時的政策？  (A)尼克森  (B)毛澤東  (C)鄧小平  (D)習近平  

(    )6.1951 年，在美國拿到兩個碩士學位的鄔滄萍響應中共的號召回國參加建設，可是他在美國辛苦學到的東

西，在實行「一邊倒」政策的「新中國」幾乎派不上用場，英文也沒有用處。請問：上文中，中共建國初

期，第一順位的外國語應是下列何者？  (A)日語 (B)韓語 (C)英語 (D)俄語 

(    )7.右圖是參考某段期間中國人口死亡率估算值而繪製的曲線圖，圖中甲、乙二

點之間死亡率的變化，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A)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鬥爭造成眾多人口死亡 

(B)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政府鎮壓大量抗議群眾 

(C)人民響應抗美援朝，參與韓戰而造成傷亡慘重 

(D)大躍進運動期間，政策失當所導致的嚴重饑荒 

(    )8.歷史老師上課時秀出右邊的梗圖，學生們哄堂大笑，歷史老師接著用「冷戰結

束於_____」的句式考驗學生們對年代的概念是否清晰，請問：以下何者可以

填入「冷戰結束於_____」的空格中？ 

(A)文化大革命期間            (B)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兩年 

(C)東南亞公約組織成立那一年  (D)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建交隔年 

(    )9.鄧小平去世時，中共高層發布悼詞：「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國內外發生

政治風波，黨和政府在鄧小平同志與其他同志堅決有力的支援下，依靠人民，

堅決維護國家的獨立、尊嚴、安全和穩定……。」悼詞中的「國內外發生政治

風波」包括下列哪一事件？ 

(A)中美建交  (B)國共內戰  (C)文化大革命  (D)蘇聯共產政權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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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韓戰爆發後，某國總統立刻發表「臺灣海峽中立化」的聲明，派遣海軍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阻止中

國趁隙對臺攻擊，同時亦阻止中華民國「反攻大陸」。請問：這位總統最有可能來自下列哪一國家？  

(A)美國  (B)日本  (C)韓國  (D)英國 

(    )11.一篇根據歷史事件創作的網路微小說《禮物》的內容如下：「1988 年高中畢業後，她去     讀大學，我

去北方當了兵。第二年六月份，一次執行完特殊任務後，清洗(坦克)履帶時發現一個紅色的髮夾。我清

楚地記得，那是分別時我送給她的禮物。」請問：上文中的地名     應該為何？ 

 (A)深圳 (B)廈門 (C)北京 (D)南京 

(    )12.2024 年 11 月 29 日上午，第十一批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安葬儀式在瀋陽

舉行(如右圖)，這些為了共產願景而犧牲在異國他鄉的志願軍終於 70 多年後

回到中國安息。自 2014 年以來，累計有 981 位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回歸

中國安葬。請問：上文中在異國他鄉戰死的烈士，當年為何遠赴他鄉？ 

(A)為解放朝鮮半島南部，擴張中國勢力     (B)為了支援北韓，參與抗美援朝戰爭 

(C)響應聯合國號召，加入越戰對抗南越     (D)接受北越請求，協助脫離法國統治 

(    )13.右下圖描述 20世紀一場影響區域安全的戰爭，請問：圖中美國與南越擊掌後說「掰掰」，意義為何？ 

(A)中美建交後，美國改變反共立場  (B)經東南亞國家協會制裁，美國不得已退出越戰    

(C)美國因國內抗議聲浪而退出越戰  (D)美國無力維繫韓戰與越戰雙戰場，便退出越戰 

(    )14.「印度支那」是法國 19、20 世紀時在中南半島的殖民地。1954 年，經

由國際會議將「印度支那」地區分為寮國、柬埔寨、北越以及南越等四

個政權。北越與南越背後的支持者分別為何？ 

(A)蘇聯與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B)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國 

(C)蘇聯與法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D)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 

(    )15.此時期興盛「語錄仗」，人民唯毛澤東的話語適從，曾有廣播學院的紅

衛兵要衝進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揪「走資派」，而「保守派」和負責保衛廣

播電臺的士兵們則不准學生進入，雙方對峙時便各自讀起了《毛主席語錄》。一方讀「下定決心，不怕犧

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另一方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

不可粗心大意」，互不相讓。請問：上文中的情形，最可能是發生在何事件期間？   

(A)大躍進  (B)文化大革命  (C)六四天安門事件   (D)改革開放 

(    )16.2022 年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被視為香港回歸中國 25 週年的紀念禮。請問：關於香港回歸，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曾於 2008年主辦香港奧運   (B)回歸後的統治方式為中國的挑戰 

(C)為改革開放的重要經濟特區  (D)1999年脫離葡萄牙統治回歸中國 

(    )17.小琳的村子裡有一幅壁畫（如右圖），旁邊題了一首打油詩「一個蘿蔔

千斤重，兩頭毛驢拉不動」，宣傳中國進行的某項運動成果。請問：這

項運動的名稱為何？ 

(A)大饑荒  (B)大躍進  (C)改革開放  (D)文化大革命 

(    )18.毛澤東執政時，喊出經濟上「超英趕美」的口號，在外交上則逐漸想擺脫下列哪個國家的約束呢？ 

         (A)英國  (B)中華民國  (C)蘇聯  (D)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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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下列關於「冷戰」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許多國家分成「共產」和「反共產」兩個陣營   

(B)兩邊陣營在政治、軍事、太空實力上互相角力  

(C)冷戰持續 40 多年，最終因共產陣營老大哥蘇聯解體宣告結束 

(D)兩邊陣營雖互相敵視，卻未爆發衝突和戰火，故名為「冷戰」   

(    )20.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天安門廣場豎立起一座女神塑像，象徵此示威活動的核心訴求，該塑像是仿效美國

「自由女神像」而作，然而幾日後又被推倒。但海內外有識之士和藝術家們一刻也沒有放棄重建女神像

的努力，目前在全世界還有多個該女神像複製品，臺灣的臺北和高雄、加拿大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

大學等地都有其複製品。請問：上文中象徵此示威活動核心訴求的女神像名稱應該為何？ 

(A)民主女神  (B)智慧女神  (C)平等女神  (D)和平女神 

(    )21.右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1970 年代的宣傳圖，請問：下列何者是這一時

期可能發生的事？(註:蘇修為「蘇聯修正主義」縮寫，毛澤東批評其

思想違背共產主義) 

(A)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  (B)提供軍事及經濟物資援助韓戰  

(C)中國申請加入東南亞國協    (D)領導者逐漸將民間企業收歸國有 

二、題組題：22-30 題，每題 4分，共 36分。 

（一）請閱讀下列資料，回答 22-24 題：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段相對開放思想與文化的時代，此時的文壇流行著「傷痕文學」、「新時期文

學」與「報導文學」。「傷痕文學」的作家，像劉心武、戴鴻飛等人，用小說描述文革期間人們受到的傷害與錯誤，

比如教師、知識分子和普通家庭的痛苦經歷，這些作品表達了人民對那段歷史的反思，也讓政府公開承認文革錯

誤。另一方面，「新時期文學」與「報導文學」出現，許多作者揭露地方官員濫權、腐敗問題，強調問責與法治，

引發社會共鳴。官方雖然對此有限容忍，但也尚未全面封殺。整體而言，這段時期中國思想界出現「自我反省」

的氛圍，人們對民主、法治、自由有所期待。可惜這樣的相對開放思想的中國，只是曇花一現，1989 年的「這個

事件」是一個重要分水嶺，它標誌著中共從政治探索期回到高壓維穩模式。 

(    )22.請問：上文這個「相對開放思想與文化的時代」最可能指的是什麼年代？  

(A)1950 年代  (B)1960年代 (C)1970年代  (D)1980年代  

(    )23.請問：上文倒數第二行的「這個事件」對中國的影響何者正確？  

(A)加速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   (B)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 

(C)共產政權面臨挑戰，岌岌可危   (D)中國進行政治改革以順應時代 

(    )24.請問：上文的「傷痕文學」中最可能提及哪一現象？ 

(A)群眾運動破壞文物與史蹟    (B)批鬥大躍進政策失敗的毛澤東 

(C)政府將民間工商業收歸國有  (D)人民集體生活，響應全民大煉鋼 

（二）請閱讀下列資料，回答 25-27 題： 

文本一 

現今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大家都

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卻有嚴重的片面性，沒

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如何安排等等。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

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

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產生這種浮誇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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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改寫自彭德懷，《萬言書》(      年，7 月 14 日，廬山會議提出) 

文本二 

七千名幹部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進行一場工作會議。國家主席劉少奇公布了一份官方報告，他指出大躍進的問

題，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這個說法像一顆炸彈，讓所有的聽眾倒抽一口涼氣。誰要為這場災難負責？

劉將責任歸於黨中央。 

(    )25.請問：文本二中的「七分人禍」，誰應該要為之負責？ 

(A)毛澤東  (B)鄧小平  (C)尼克森  (D)蘇聯領導人史達林 

(    )26.請問：文本一的撰文時間應為何？ (A)1949年  (B)1959年  (C)1976 年  (D)1989年 

(    )27.彭德懷與劉少奇因批評大躍進政策，與領導人意見不合，幾年後在何事件中遭批鬥、晚年不幸？   

(A)抗美援朝   (B)改革開放   (C)文化大革命   (D)六四天安門事件 

（三）請閱讀下列資料，回答 28-30 題： 

1968 年以降，馬克思主義在 60 年代的歐美活動分子之間廣為流傳。美國執意投入的「這場戰爭」，是導致這

種意識形態轉變的主因，年輕的活動分子批評美國帝國制度想藉此捍衛其全球影響力。對一些人來說，毛主義為

這類批評提供了架構。首先，當人們把反叛視為反對冷戰的共識時，對共產中國的推崇，變成大家可想像的一種

「最叛逆」的熱情──不僅美國如此，連畏懼紅色中國的西歐也是如此。與中國團結起來，符合「敵人的敵人是

朋友」這樣的邏輯。 

於是，從 1956年匈牙利起義遭到鎮壓，以及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入侵以來，蘇聯不再是取代資本主義壓

迫力量的解放替代品。中華人民共和國比越南更大、比古巴更遠、比這兩個國家更激進，擁有更高的政治聲望，

看起來是最好的選擇。整個 196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把握所有的公開機會，譴責蘇聯對帝國主義的反應軟弱無

力，並把自己宣傳為「世界革命運動的新中心，以及解放全世界有色人種的卓越典範及主要倡導者」。 

(    )28.請問：上文中「這場戰爭」，指的是哪一場戰爭？(A)韓戰 (B)越戰 (C)文化大革命 (D)第二次世界大戰 

(    )29.請問：上文中「60 年代的歐美活動分子」最可能喊出哪個口號？ 

(A)我愈戰愈強，敵愈戰愈弱 (B)三年超英，五年趕美 (C)民主萬歲，人民萬歲 (D)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    )30.請問：上文中顯示出 1960年代的中蘇關係為何？  

(A)同心協力合作發展社會主義  (B)維持緊密的軍事與經濟聯盟關係  

(C)意識形態出現了對立與批判  (D)蘇聯全面支持中國推動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