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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選擇題 15 題 

1. ( D )義和團這個結合武術與民間宗教的組織，因為打著什麼樣的口號，才能吸引群眾以及清朝政府的  

支持？ (A)富國強兵 (B)獨尊儒術 (C)尊王攘夷 (D)扶清滅洋。 

2. ( B )明代有許多傳教士東來，如利瑪竇、湯若望等人，他們在中國傳播天文曆法、地理學、數學等知

識，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很大。請問：下列何者不是這些傳教士在中國的作為？ (A)將儒家典籍翻譯成

中文  (B)奠定華僑在海外發展的基礎  (C)翻譯數學著作《幾何原本》 (D)允許教徒祭祖拜孔。 

3. ( A )李山伯平日喜歡閱讀與研究《四書集注》這部古籍，對作者的人格操守極為仰慕，請問該書的作者

是？ (A)朱熹 (B)忽必烈 (C)朱元璋 (D)李自成。 

4. ( B )日前不久問世的電視劇《千古一帝》，講述的是一位統治者不但統一了整片國土，還特意與過往的

君王做區隔，將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稱之為「皇帝」。你知道這位統治者是誰？ (A)商鞅 (B)秦始皇 (C)漢武

帝 (D)唐太宗？。 

5. ( A )中國東周時代，秦國任用何人進行變法改革，推行法治，獎勵軍功，以法治取信天下，使得秦國成

為當時最強大的國家？ (A)商鞅 (B)玄奘 (C)張騫 (D)贏政。 

6. ( A )北宋名臣范仲淹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請問范仲淹會有

這樣的認知與責任感，是因為當時的什麼背景？ (A)文人政治的推行 (B)文字獄的出現 (C)中央集權的實

施 (D)佛教中國化。 

7. ( C )秦朝滅六國統一天下，也曾經顯赫一時，可是卻僅僅十五年就退出了歷史舞台，請問主要的原因

為？ (A)匈奴入侵，國家無力抵抗 (B)天災頻仍，政府救災不力 (C)濫用民力，造成民心不滿 (D)幣制無法

統一，經濟崩潰。 

8. ( B )武俠劇中常提到「天下武功出少林」，劇情中少林寺藏經閣除了典藏佛教經典外，也擁有各式武功

秘笈，成為天下英雄窺探的地方。武俠劇會常融入大量佛教元素，跟佛教在唐朝達到鼎盛，無形中早就

融入日常生活有關。而唐代佛教發展能達到鼎盛，是因為有一個人不畏艱苦前往印度取經，並致力翻

譯，使得佛教廣為流傳。請問這個人是誰呢？ (A)張騫 (B)玄奘 (C)商鞅 (D)劉邦。 

9. ( B)「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是一場由皇帝領導的短暫政治改革運動，該項改革內容深入經

濟、教育、軍事、政治等多個層面。「戊戌變法」實施的背景應為下列何者？ (A)鴉片戰爭失敗之後，立

即開始改革 (B)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 (C)日俄戰爭的衝擊 (D)八國聯軍後，順應改革聲浪而實施。 

10. ( C )今日臺灣很多老一輩的人，多受過日本的殖民統治，還能使用日語。請問這是因為哪一場戰爭的

影響？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甲午戰爭 (D)八國聯軍。 

11. ( A )北京大學是一所擁有百餘年歷史，聲蟄海峽兩岸、全球知名的高等學府，請問這所學校的前身，

是源自於下列哪一機構？ (A)京師大學堂 (B)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C)全台首學 (D)台北帝國大學。 

12. ( D )16 世紀後，玉米、番薯、馬鈴薯等現代常見蔬果由美洲傳入東方。請問這些作物傳入中國後，造

成什麼影響？ (A)中國被賺走大量財富 (B)耕作技術傳到歐洲 (C)稻米成為主食 (D)增加食物來源，減緩糧

食問題。 

13. ( C )元代征服歐亞大陸，建立一個空前的大帝國，也實施許多措施。請問：下列哪一措施使歐亞交流

更加頻繁，中外經貿大增？ (A)鼓勵歐洲人來華經商 (B)實行差別待遇的種族政策 (C)設立驛站  (D)修築

運河。 

14. ( B )清代為了防範以及管理外國商人，規定與外國的通商貿易僅能局限在哪一個港口進行？ (A)上海 

(B)廣州 (C)泉州 (D)天津。 

15. ( C )偉伯是十八世紀末到中國貿易的商人，他生氣的說道：「到中國貿易真是太麻煩了，不能直接對中

國商人貿易，必須透過□□來進行交易」請問：□□指的是何種機構？(A)郊商 (B)洋行 (C)公行 (D)商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