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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A )外國的報紙曾對中國某事件有以下報導：「四川保路同志會所引發的星星之火，終於燎原了。流亡海外的反清領袖孫中山可能被推選為民

國總統。」這最可能是針對下列何者所做的報導？ 

(Ａ)武昌起義 (Ｂ)聯俄容共 (Ｃ)二次革命 (Ｄ)護法運動 

2. ( C )在某本以近現代中國為背景的小說中寫到︰「最近，國家開始實施新政策，由政府指定中央、交通、中國這幾家銀行發行法幣。我想，

此政策若真能好好實行，改善過去幣制混亂的情況，買賣交易就比較好做了。」這段話所呈現的最可能是中國處於下列何種局勢下的情

況？ 

(Ａ)戊戍變法期間，朝廷推動經濟改革 (Ｂ)八國聯軍結束，朝廷陸續推行新政  

(Ｃ)北伐統一完成，政府致力建設發展 (Ｄ)八年抗戰後期，政府籌措資金抗日 

3. ( B )民國初年，有位政治人物說：「民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餘地。」引起

當時輿論猛烈批評。這段話出現的背景，與下列哪一件史實有關？  

(Ａ)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Ｂ)袁世凱謀畫「洪憲帝制」 (Ｃ)張勳擁立溥儀復辟 (Ｄ)蔣中正率軍北伐 

4. ( C )小琪在圖書館看到一張舊傳單，上面寫著：「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

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請問：這種文學改革的訴求，反

映出近代哪一次革新運動的精神？ 

(Ａ)自強運動 (Ｂ)戊戌變法 (Ｃ)新文化運動 (Ｄ)文化大革命 

5. ( C )有一本小說，內容描述戰爭時期的學校生活，當時首都由南京遷到重慶，敵人則在原首都另立政權。書中主角隨政府撤退到西南後方，

最後響應政府的號召而投筆從戎。這部小說的創作背景應是下列何者？ 

(Ａ)民國 15～17 年間國民革命軍北伐 (Ｂ)民國 23～25 年間中共「長征」  

(Ｃ)民國 26～34 年間對日抗戰       (Ｄ)民國 39～42 年間韓戰衝突 

6. ( D )有一部電影劇情如下：「祥子回到故鄉，那裡充斥著『破四舊、立四新』的標語，他看到村長被畫分為『地主』階級而遭受殘酷的公審。

後來，祥子的妻子難產，醫院裡的醫生們卻已在『打倒學術權威』的口號下被迫離開……。」這部電影的時空背景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國共內戰下的臺灣 (Ｂ)軍閥混戰時期的華北 (Ｃ)滿洲國成立後的東北 (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 

7. ( A )「……某年冬天，李鴻章與英國軍官戈登的洋槍隊攻下蘇州；次年春天，左宗棠與法國攻陷杭州。六月四日天王自盡，七月十九日南京

城牆被火藥轟塌，守城士兵與湘軍進行巷戰。」上文應是描寫下列哪一場戰爭？ 

(Ａ)太平軍之役 (Ｂ)鴉片戰爭 (Ｃ)英法聯軍 (Ｄ)八國聯軍 

8. ( A ) 清末，列強曾在中國取得租界，且獲有領事裁判權，各國在其租界內便享有自主的司法、經濟與行政等權利，清廷無法以法律規範這些

外國人士。根據上述內容，下列哪一項敘述最符合其意涵？ 

(Ａ)國家主權的行使受到破壞 (Ｂ)司法權與行政權相互制衡 (Ｃ)畫定租界推廣中西文化的交流 (Ｄ)經濟發展受到國際組織的限制 

9. ( B ) 某一布告中提到：「……國際公法規定，若割讓土地無法被當地人民所接受，則該約便無法成立，外國已有前例可循。若各國能仗義執

言，使臺灣歸還大清，臺民願以所有利益回報。」此布告最早可能出現於下列何時？ 

(Ａ)中法戰爭發生時 (Ｂ)《馬關條約》簽訂後 (Ｃ)《辛丑和約》簽訂時 (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10. ( C ) 八年抗戰前，中共為了解除來自國民政府的威脅，提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口號，影響當時擔任西北剿共主

力的指揮官，由該軍官發動軍變，改變日後政局的發展。這是史上哪一事變？ 

(Ａ)九一八事變 (Ｂ)一二八事變 (Ｃ)西安事變 (Ｄ)盧溝橋事變 

11. ( A )民國 8 年 5 月 4 日，許多學生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前示威，抗議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給日本，是為「五四運動」。當時德國為何

會在山東享有特權？  

(Ａ)從甲午戰爭後列強瓜分風潮中奪取利益 (Ｂ)因公使被殺而在《辛丑和約》獲得補償  

(Ｃ)袁世凱為了稱帝而對列強所做的讓步   (Ｄ)協助清廷推行自強運動而獲得的贈與 

12. ( C ) 「當時，先是段祺瑞與黎元洪彼此意見不合，繼而張勳藉機推動復辟。段祺瑞驅逐張勳後，卻拒絕恢復國會與約法，引發孫中山在南方

號召護法。其他還有張作霖、馮國璋等占據地盤，中國動盪不安。」這是描述下列哪一時期的政治情勢？ 

(Ａ)清末革命與立憲的對峙 (Ｂ)洪憲帝制實施下的紛擾 (Ｃ)民初軍閥混戰的亂象 (Ｄ)北伐期間的國共鬥爭 

13. ( A ) 1880 年，發明家愛迪生在美國門洛帕克小鎮的研究所裝設了五百個碳絲電燈，轟動震撼直達歐洲，歐洲各國工程師不惜遠渡重洋，親自

去目睹這個如神蹟的發明。五年之後，臺灣居民也首次聚在臺北城內，瞪大眼睛對劉銘傳在衙門、街道裝設的電燈嘖嘖稱奇。雖然只有

寥寥幾盞電燈，卻改變了傳統用蠟燭、煤油的照明方式，成為當時清朝數一數二的現代化創設。上文所描寫的情景，正是處於中國近代

化過程中的哪一個階段？ 

(Ａ)自強運動 (Ｂ)戊戌變法 (Ｃ)辛亥革命 (Ｄ)新文化運動 

14. ( B )「清末，朝廷向列強宣戰，當時部分地方督撫卻與上海各國領事協議：『作為省的最高長官，我們將維護外國人生命與財產的安全，並在

管轄區內鎮壓亂民，各國應約束其士兵的行動。』」上述情況的出現與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  

(Ａ)保路運動 (Ｂ)義和團事變 (Ｃ)同盟會成立 (Ｄ)甲午戰爭爆發 

15. ( C )清末以來，中國為因應西方勢力的入侵，內部發生了一連串運動，從「自強運動」、「戊戌運動」、「武昌起義」到「新文化運動」的陸續

推行來看，下列何者最能夠解釋這段轉變過程？ 

(Ａ)民間「夷夏之防」的思想成為人們關注課題 (Ｂ)西方國家嘗試在中國推行各種新思想新制度  

(Ｃ)知識分子在變局中努力為國家發展尋找出路 (Ｄ)傳統宗教信仰的影響力在中國社會日趨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