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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中區縣市政府教師甄選策略聯盟 

【科目名稱：國中歷史】 

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 2分，共 100 分】請以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單選題，答錯不倒扣。 

1. 下列是有關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所發生的重大事件，請依時間先後排列：甲、美麗島事件；乙、終止動員勘亂時期；丙、民主進步黨成立；

丁、解除戒嚴。 

(A) 甲乙丙丁 

(B) 甲乙丁丙 

(C) 甲丙丁乙 

(D) 甲丙乙丁 

2. 哪一位日本總督對台實行鎮撫兼施，使各地抗日勢力瓦解，奠定日本統治臺灣的基礎： 

(A) 乃木希典 

(B) 樺山資紀 

(C) 田健治郎 

(D) 兒玉源太郎 

3. 霧峰林家是臺灣望族，清朝同治年間林文察曾率臺勇渡海協助清朝平亂，卻不幸戰死，請問林文察協助清廷平定的是何亂事？ 

(A) 三藩之亂 

(B) 太平天國之亂 

(C) 陝甘回變  

(D) 義和團之亂 

4. 佛教藝術最初以象徵性符號（如法輪、菩提樹）表達佛陀形象。後來，哪一個政權的推動使佛教藝術出現了具有人形的佛像，並融合了

希臘藝術風格？ 

(A) 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  

(B) 貴霜王朝（Kushan Empire）  

(C) 笈多王朝（Gupta Empire）  

(D) 薩塔瓦訶那王朝（Satavahana Dynasty） 

5. 現代在研究南島語族（Austronesian）起源地的主要學術途徑中，以下哪一個組合是主要的方法？ 

(A) 語言學研究、考古學研究和地質學研究  

(B) 考古學研究、遺傳學研究和人類學研究  

(C) 語言學研究、考古學研究和遺傳學研究  

(D) 遺傳學研究、地質學研究和文獻學研究 

6. 下列哪句成語的典故出處時代與其他三者相距最遠？ 

(A) 三顧茅廬 

(B) 樂不思蜀 

(C) 才高八斗 

(D) 約法三章 

7. 老師要學生查找項羽的生平事蹟，學生要查閱司馬遷《史記》哪一部份資料： 

(A) 本紀 

(B) 世家 

(C) 書 

(D) 列傳 

8. 下列哪一個民變不是以宗教之名發起： 

(A) 黃巾之亂 

(B) 孫恩盧循之亂 

(C) 黃巢之亂 

(D) 太平天國之亂 

9. 戰國時代秦國商鞅變法、北宋中期王安石變法和清末的戊戌變法，下列所述的共同特點，哪一項正確？ 

(A) 主其事者最後皆被殺 

(B) 變法改革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C) 都因外患壓迫而奮起的改革 

(D) 新法施行時，都得到國君本人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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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述與近代日本的相關戰事： (甲)甲午戰爭 (乙)八國聯軍 (丙)太平洋戰爭 (丁)日俄戰爭 (戊)九一八事變，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何者

為正確？ 

(A) 甲乙丁戊丙 

(B) 戊丁丙乙甲 

(C) 丁戊丙甲乙 

(D) 丙甲丁戊乙 

11. 荷蘭統治臺灣期間，為了有效整合原住民社會，實施了多項政策。下列哪一項措施最顯著地改變了原住民部落的權力結構？ 

(A) 設立教會學校，推廣基督教信仰，改變原住民的宗教信仰體系  

(B) 實施贌社制度，將原住民村社的交易權公開招標，改變經濟結構  

(C) 召開地方會議和任命部落首領，建立了一種間接統治的體系，整合原住民社會並維護殖民統治的秩序 

(D) 推行文化同化政策，部分原住民受到鼓勵或自願穿著部分荷蘭風格服飾 

12. 清朝相較於明朝，新增了理藩院、內務府、軍機處等機構。以下關於這些機構設立原因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理藩院的設立是為了管理蒙古、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體現清朝「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思想  

(B) 內務府的設立是為了管理皇室的財產與事務，反映了滿族貴族對皇室經濟資源的控制  

(C) 軍機處的設立是為了提高行政效率，避免決策過程繁瑣，能夠快速應對各種緊急情況  

(D) 這些機構的設立多數保留了滿族特色，體現了清朝統治者在保持民族特性同時適應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努力 

13. 請問在中國歷史上，曾於哪個區域在唐朝初年、明朝末年、滿清末年與日本交戰？ 

(A) 中南半島 

(B) 琉球群島 

(C) 朝鮮半島 

(D) 蒙古高原 

14. 十九世紀初，拿破崙以戰爭席捲歐洲，最終因滑鐵盧戰役失利，退出歷史舞台。請問何者非該戰役的參戰方？ 

(A) 荷蘭 

(B) 俄羅斯 

(C) 英國  

(D) 普魯士 

15.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因哪一事件正式對日本宣戰： 

(A) 九一八事變 

(B) 南京大屠殺 

(C) 珍珠港事變 

(D) 盧溝橋事變 

16. 清代以擅長經商著稱，掌握支配中國金融業的商人集團是： 

(A) 山西商人 

(B) 安徽商人 

(C) 寧波商人 

(D) 福州商人 

17. 唐朝著名詩人劉禹錫曾有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請問該詩句所描述的是哪

一城市？ 

(A) 西安 

(B) 洛陽 

(C) 南京 

(D) 蘇州 

18. 唐朝宰相李絳曾言：「ｏｏ朝命官猥多，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語。及開元中，致朝廷赫赫有名望事蹟者，多是ｏｏ所進之人。」請問：這

位歷史人物是何人？ 

(A) 唐高宗 

(B) 武則天 

(C) 唐玄宗 

(D) 唐憲宗 

19. 自七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後，穆斯林勢力迅速向歐亞非各地擴張，至十六世紀初，不僅建立了多個龐大政權，也掌握了橫跨陸海的貿易路

線。其擴張方式涵蓋軍事征服、商業貿易與宗教傳播，對多數地區產生深遠影響。下列有關穆斯林擴張成功的因素分析，何者最不合理？ 

(A) 阿拉伯人控制東西方貿易樞紐，藉經濟優勢推動文化與宗教輸出  

(B) 伊斯蘭教義強調知識、平等與團結，有助於凝聚新征服地群眾認同  

(C) 藉由穆斯林商人在當地通婚與建立學校，促進信仰擴張與社會整合  

(D) 穆斯林將傳統部族制度強制推廣至所有地區，以鞏固伊斯蘭統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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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於古埃及與西臺帝國簽訂的卡疏條約（Treaty of Kadesh），下列何者最能準確呈現其條文內容、雙方外交策略及該條約在古代國際關

係中的制度性意義？ 

(A) 卡疏條約由拉美西斯二世與哈圖西里三世以象形文字共同簽署，條文規定西臺完全撤出敘利亞並臣服於埃及  

(B) 卡疏條約條文中除明訂互不侵犯與軍事援助外，亦要求雙方引渡政治叛逃者，展現古代國際法雛形  

(C) 條約全文以西臺語楔形文字刻於尼羅河畔神殿，強調西臺對埃及朝貢地位與外交臣屬關係  

(D) 卡疏條約內容強調赫梯與亞述之間建立三方安全協議，協助埃及穩定其東北邊境與貿易網絡 

21.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早涉及戰後台灣議題的是哪一場國際會議： 

(A) 德黑蘭會議 

(B) 開羅會議 

(C) 雅爾達會議 

(D) 波茨坦會議 

22. 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所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主張市場中個體的自利行為能在無形中促進社會整體利益。下列哪一項最

能說明此理論形成所依據的思想與歷史制度背景： 

(A) 新教倫理強調清貧與禁慾，反對資本積累 

 (B) 亞里斯多德提出的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二元觀 

 (C) 啟蒙運動影響下對自然秩序與人類理性行為的信仰 

 (D) 羅馬法系中「契約自由」原則對市場交易的保障 

23. 明鄭時期，鄭成功為強化經濟體系，設立了「五商十行」制度。關於該制度對於鄭氏政權的經濟影響，下列哪個推論有誤？ 

(A) 「五商十行」制度促進了鄭氏政權與中國內地的經濟聯繫，加強了對內地資源的掌控  

(B) 該制度有效地整合了山五商與海五商的職能，實現了內外貿易的協同發展 

(C) 「五商十行」制度的實施使得鄭氏政權完全脫離了對中國內地的依賴，實現了經濟自給自足  

(D) 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鄭氏政權的財政基礎，支持了其在臺灣的統治 

24. 《大憲章》（Magna Carta, 1215）雖由英格蘭貴族為保障自身權益所迫使國王簽署，但其條文精神對近代憲政發展有深遠影響。下列

哪一項分析最符合《大憲章》核心條文與其對後世法治思想的歷史貢獻？ 

(A) 它首次主張全民普選與平等立法，奠定代議制國會的起源  

(B) 它規定自由民擁有不可讓渡的自然權利，是《人權宣言》的直接原型 

(C) 它限制國王任意徵稅與逮捕自由民，奠定「依法審判」與「正當程序」的先例  

(D) 它取消封建特權並建立王室與人民之間的社會契約，開創民主憲法的範式 

25. 甲、西來庵事件；乙、霧社事件；丙、二林蔗農事件。上述是日治時期所發生的抗日事件，依其發生地點由北向南排列： 

(A) 丙乙甲 

(B) 甲丙乙 

(C) 丙甲乙 

(D) 乙丙甲 

26. 中國史學發展，下列史書的敘述何者有誤： 

(A) 班固《漢書》是最早一部編年體斷代史 

(B) 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至五代 

(C) 杜佑《通典》是一部關於章典制度的專書 

(D) 魏收的《魏書》有「穢史」之稱 

27. 美國於 1951～1965年間，對台灣的經濟與軍事援助，其主要作用在於： 甲、促進政治民主化 乙、帶動產業升級 丙、彌補財政赤字 丁、

提供軍事防衛武器 

(A) 甲乙 

(B) 乙丙 

(C) 丙丁 

(D) 甲丁 

28. 唐玄宗開元年間，進士柳芳稱：「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居於人者，十一二矣」，是指何種制度衰敗後的

景象？ 

(A) 占田制 

(B) 府兵制  

(C) 均田制  

(D) 九品中正制 

29. 「絲路」是一條連接歐亞大陸東西部的古老商道。西元三—八世紀（魏晉—唐代）絲路商道上最活躍的是哪一個民族： 

(A) 匈奴 

(B) 粟特 

(C) 突厥 

(D)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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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宋代中央官制中，稱為「計相」的職官是： 

(A) 御史大夫 

(B) 樞密使 

(C) 三司使 

(D) 參知政事 

31. 「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於 1950年代在美國蔓延，造成對言論自由與民主制度的嚴重衝擊。下列哪一項最能指出其出現背後的

結構性歷史背景因素？ 

(A) 美國憲法未明確保障媒體自由，導致國會可直接審查新聞報導  

(B) 二戰後美國政府持續裁撤軍事預算，引發對國防安全的焦慮  

(C) 行政部門與國會缺乏權力制衡，無法約束參議員對個人名譽的攻擊  

(D) 冷戰情勢下，美國社會對共產主義「內部滲透」的恐懼與國家安全機制的擴張 

32. 下列事件按時間先後排序是：甲、五三慘案；乙、五四運動；丙、五九國恥；丁、五卅慘案。 

(A) 乙丙丁甲 

(B) 丙乙甲丁 

(C) 丙乙丁甲 

(D) 丙甲乙丁 

33. 美國人類學家露絲•班乃迪克（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撰寫的目的為何： 

(A) 介紹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日本崛起的原因 

(B) 分析日本國民性格，提供二戰後美國管理日本參考 

(C) 探討日本文化發展與中國關係 

(D) 解釋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原因 

34. 珍珠港事件後，下列地區陸續被日軍侵襲：甲.新加坡、乙.關島、丙.香港、丁.緬甸，因各地抵抗情況不同，請依「完全攻佔」的時間

排序？ 

(A) 甲乙丙丁 

(B) 乙丙甲丁 

(C) 丁乙丙甲 

(D) 丙乙丁甲 

35. 二戰時期，全球主要分為同盟國、軸心國兩陣營，請問當時與臺灣不屬同一陣營的國家為何？ 

(A) 義大利 

(B) 羅馬尼亞 

(C) 西班牙 

(D) 匈牙利 

36. 東晉時期的哪一項措施是將北方移民編入戶籍，以消弭南北人民之間芥蒂並承擔賦役： 

(A) 北府兵制 

(B) 部曲制 

(C) 占田制 

(D) 土斷制 

37. 中國歷史上宦官亂政頻仍，哪一個朝代的宦官指控士人結黨訕謗朝政，皇帝下令逮捕，後雖赦免但終身不許再出仕： 

(A) 東漢黨錮之禍 

(B) 唐代牛李黨爭 

(C) 宋代新舊黨爭 

(D) 明代東林黨爭 

38. 西班牙內戰是西班牙第二共和時期所爆發的一場戰爭，不少名人都留下相關作品。請問何者為非？ 

(A) 高更 

(B) 海明威  

(C) 喬治・歐威爾 

(D) 畢卡索 

39. 美國與臺灣、中國的外交情況在 1970-1980年代有重大改變，請將：甲.《上海公報》乙.《台灣關係法》丙.《中美建交公報》丁.《八

一七公報》，依時間順序排列？ 

(A) 丙乙丁甲  

(B) 乙丁甲丙 

(C) 丁乙丙甲  

(D) 甲丙乙丁 

40. 「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不同，前者屬客觀性的陳述，後者為主觀性的詮釋。下列敘述何者為「歷史解釋」： 

(A) 1870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登基，建立德意志帝國 

(B) 希特勒的崛起源自於 1929年「經濟大恐慌」以及《凡爾賽和約》對德國過於嚴苛 

(C)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總統羅斯福經國會同意對日本宣戰 

(D) 1945年雅爾達會議史達林同意在擊敗德國後三個月內，加入對日本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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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991 年 5 月 9 日，法務部調查局進入新竹清華大學校園，拘捕歷史研究所學生，後依俗稱的「二條一」將該生移送高檢署。請問「二

條一」是指以下何項法律的第二條第一款？ 

(A) 檢肅匪諜條例  

(B) 懲治叛亂條例 

(C) 動員戡亂條款 

(D) 臨時戒嚴條例 

42. 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引發了與儒家倫理觀念的衝突。儒家學者批評佛教徒出家為僧，認為此舉違背了儒家的孝道觀念。以下

哪一項最能體現儒家對佛教出家制度的主要批評？ 

(A) 佛教徒出家後不婚不育，無法傳宗接代，違背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  

 (B) 佛教徒出家後不參與政治活動，無法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  

 (C) 佛教徒出家後不再讀儒家經典，違背了「學而時習之」的教育觀念 

 (D) 佛教徒出家後不能參與科舉考試，無法達成「學而優則仕」的人生目標 

43. 二戰結束後，盟軍對日占領政策原以「去軍國主義、實現戰後正義」為主軸，強調解除日本軍備、追究戰犯責任與重建民主體制。然而

隨著中共建政與韓戰爆發，美國在冷戰格局下迅速改變對日政策，從抑制轉為扶植，協助其建立「自衛隊」與恢復經濟競爭力。若從國

際戰略、戰後法理秩序、以及亞洲地區權力重組的交叉視角審視，下列哪一論述最深刻揭示美國政策轉變的結構性兩難？ 

(A) 美國以現實主義為導向的對日扶植，揭露其對國際法治與戰後正義原則的選擇性執行  

 (B) 美國支持日本建立自衛隊，乃尊重日本自我防衛權與聯合國憲章第 51條所保障的集體安全權利  

 (C) 日本被納入西方陣營，為亞洲民主與經濟自由體系建立範式，成為東亞冷戰穩定的成功案例  

 (D) 美國放棄全面制裁日本，符合其作為盟軍主導者調整戰後秩序的合法權力，並無內在矛盾 

44. 修昔底德在其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分析中指出：「是雅典權勢的增長，以及斯巴達因此而產生的恐懼，使戰爭無可避免。」該論述後來

被現代國際關係學者視為霸權轉移理論與「修昔底德陷阱」的源頭。下列何者最能深化詮釋該理論背後的國際權力邏輯： 

(A) 當一個現存霸主察覺自身軍力劣勢時，通常會避免與新興強權正面衝突，以保全體系穩定  

 (B) 在多極體系下，權力分散導致小國衝突頻仍，反而能延遲大國全面戰爭的可能性  

 (C) 權力快速轉移造成領導地位不穩，現存霸主出於預期不安全感，可能先發制人對抗新興強權  

 (D) 冷戰體系下的勢力平衡例證說明，修昔底德陷阱主要適用於核威懾條件下的雙極競爭 

45. 《江華條約》雖為朝鮮近代外交轉折的重要起點，其深層歷史意義卻在於它對東亞傳統國際秩序的挑戰與重塑。下列關於此條約的歷史

背景與制度轉向的敘述，何者最能揭示其作為「東亞國際秩序現代化斷裂點」的特徵： 

(A) 條約建立朝日聯邦制度，朝鮮進入日本主導的共同體框架，取代朝貢體系 

 (B) 條約將朝鮮劃為日本保護國，確立東亞分區治理原則，類比歐洲勢力均衡模式  

 (C) 條約取消冊封體制中對宗主國之朝貢義務，首次以「完全獨立國」地位書寫朝鮮  

 (D) 條約否認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並以對等條約語言象徵性終結傳統中華國際秩序 

46. 18 世紀全球貿易體系中，糖與咖啡成為消費社會的象徵性商品。然而這些商品背後依附著大西洋三角貿易結構，深刻揭示全球資本主

義初期的不平等與剝削邏輯。下列哪一組歷史描述最能系統性呈現此一商品鏈中的地理區位功能、勞動形式、價值再分配與文化消費之

階層關係？ 

(A) 古巴種植園僱用西班牙移民契作生產蔗糖，並出口至美國港口紐奧良，供應黑奴市場內部消費  

 (B) 阿姆斯特丹與里斯本透過商品交易所控制奴隸、糖與咖啡價格，從而支配殖民地貿易利潤分配  

 (C) 英屬牙買加與海地大量輸入來自非洲「黃金海岸」的奴隸，種植經濟作物輸往倫敦與巴黎消費市場 

 (D) 巴西與蘇利南的咖啡出口至西非海岸，以交換奴隸，再轉運至加勒比地區擴充種植園勞動力 

47. 在反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會藉由贊助具情感衝擊力與戲劇性視覺表現的藝術，以對抗新教所帶來的信仰衝擊。下列何者最能體現該藝

術風格的歷史背景、形式特徵與功能目的： 

(A) 卡拉瓦喬的聖經場景以理性透視與古典均衡構圖為主，展現新古典主義對人文主義的回應  

 (B) 魯本斯的宗教畫作運用動態姿態與強烈明暗對比，提升觀者情感參與，體現巴洛克藝術的宗教動員功能  

 (C) 華鐸的洛可可作品以輕快柔和筆觸描繪宮廷歡宴場景，用以配合反宗教改革對信仰莊嚴的視覺訴求  

 (D) 傑利柯的《梅杜莎之筏》藉對自然災難與死亡的描繪，傳達對天主教會神權觀的頌揚與信仰恢復 

48. 在《上帝之城》中，聖奧古斯丁回應異教徒對基督教導致羅馬衰亡的指控，發展出一套結合神學與歷史哲學的體系。他認為歷史是兩種

愛之城的對立，一為「以自我之愛至蔑視上帝的城」，一為「以上帝之愛至蔑視自我之城」。這種二元對立的歷史論述，其思想根源最

接近下列哪一項： 

(A) 斯多亞學派對自然法與人類普遍理性秩序的追求  

 (B) 柏拉圖《理想國》中感官世界與理念世界的二元分裂  

 (C) 阿奎那整合亞里斯多德邏輯與基督信仰的自然神學  

 (D) 基督新教強調信仰稱義與內在恩典的個人化救贖觀 

49. 在法蘭克王國國王克洛維（Clovis）皈依羅馬正統基督教，為歐洲王權與教權結盟開創先例。與其他當時信奉亞流派的日耳曼王國相比，

克洛維的皈依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以下哪一項分析最能突顯克洛維改宗對於日後歐洲政教互動模式的深遠影響？ 

(A) 促成日耳曼文化的徹底羅馬化，使異教信仰迅速消亡於西歐社會  

 (B) 使羅馬教會獲得軍事保護，形成教宗以國王為神授權威的理論基礎  

 (C) 開啟了封建制度中教會擁有土地與徵兵權的法理傳統  

 (D) 鞏固了法蘭克王國對亞流派基督徒的宗教寬容政策，建立宗教多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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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9世紀末至一戰前夕，德國推動「3B政策」以拓展其歐亞勢力，英國則提出「3C政策」予以抗衡。該戰略對峙反映帝國主義時代列強

在地緣空間重構、交通路網建設與殖民控制上的深層布局。關於此一戰略競爭與其歷史背景，何者敘述最正確？ 

(A) 「3B政策」欲整合德國工業出口、奧斯曼資源與波斯灣軍事利益，並獲英國支持以牽制俄國  

 (B) 「3C政策」透過建設巴格達鐵路貫通東非與印度，是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啟用後的軍事回應  

 (C) 德國「3B政策」深入鄂圖曼帝國領域，引發英法擔憂其挑戰傳統勢力範圍，並間接導致協約國聯合  

 (D) 英國「3C政策」以蘇伊士運河為起點，連接英國本土與德國商港，達成工業合作與殖民合作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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