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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共 45題，第 1~10 題，每題 3分；

第 11~45 題，每題 2 分，總分 100 分；範圍

L3~L4） 

1、清末光緒年間會發生義和團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下列何

者？ (A)朝野充滿的仇外情緒 (B)人民反對變法革新 

(C)清廷下令剿滅義和團 (D)慈禧反對義和團的存在。 

2、有關清末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這兩件史事的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A)皆是以扶清滅洋為口號 (B)皆獲得

朝廷全力支持 (C)皆以宗教作為號召 (D)皆曾迫使

清帝逃離京城。 

3、清末以來，侵略中國的列強中，以俄國最為兇狠，該

國曾利用中國哪兩次對外戰爭的機會，侵占東北廣大

的土地？ (A)鴉片戰爭、中法戰爭 (B)甲午戰爭、日

俄戰爭 (C)太平天國之亂、庚子拳亂 (D)英法聯軍、

八國聯軍。 

4、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

后偕光緒皇帝倉皇出走於

右圖何處躲藏：？ (A)甲 

(B)乙 (C)丙 (D)丁。 

5、清朝在八國聯軍中戰敗後，

與各國簽訂辛丑和約，這對

日後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何種不良的影響？ (A)喪失關

稅自主權，從此中國對外陷於不平等地位 (B)允許外

國在北京使館區駐兵，危及中國國防安全 (C)同意外

國在華設廠製造，威脅中國民族工業的成長 (D)開放

更多的通商口岸，使外人勢力深入內地。 

6、清末義和團實起於山東地區，山東民風強悍，因憤恨

外人入侵與洋教欺凌，相率投入義和拳。山東巡撫毓

賢一意庇徇，並為之改名為義和團。請問：義和團崛

起的山東地區，在清末隸屬於下列哪一列強的勢力範

圍？ (A)俄國 (B)英國 (C)德國 (D)法國。 

7、下列哪一場戰役，日本並沒有參與？ (A)日俄戰爭 (B)

甲午戰爭 (C)八國聯軍 (D)鴉片戰爭。 

8、清末八國聯軍時，中國東南各省能免於戰禍的主要原

因為下列哪一選項？ (A)聯軍兵力有限，未能擴及東

南各省 (B)清廷與列強協商，將東南各省畫為非戰區 

(C)東南各省軍隊團結一致對抗列強的侵略 (D)東南

各省的督撫和列強商議「東南互保」辦法。 

9、有關於下列四組戰爭與中國採取的應變的組合中，哪

一組是正確？ (A)鴉片戰爭→維新運動 (B)英法聯軍

→庚子新政 (C)日俄戰爭→立憲運動 (D)甲午戰爭

→自強運動。 

10、西元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清廷卻被逼迫宣布中立，

並為這場戰爭畫出遼河以東的土地，供日、俄兩國交

戰。請問：日俄戰爭發生的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

兩國為爭奪海參崴 (B)兩國為爭奪中國東北的權益 

(C)兩國為爭奪朝鮮的權益 (D)兩國為爭奪國際地

位。 

11、清末，部分立憲派人士對於清廷推動的立憲運動，頗

感失望，遂紛紛轉而支持革命；造成如此的轉變，主

要原因為何？ (A)民心已倒向革命運動 (B)守舊派

大臣強烈反對立憲運動 (C)憲法中君權仍重，且出

現皇族內閣 (D)西方列強反對清廷採用君主立憲政

體。 

12、下列哪一場清廷對外戰爭的結果沒有割地，但賠款與

駐兵對中國產生莫大的影響？ (A)中法戰爭 (B)英

法聯軍 (C)八國聯軍 (D)甲午戰爭。 

13、對於中國實施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的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A)隋朝開始舉行科舉制度 (B)唐朝開始

使用八股取士 (C)立憲運動期間曾主張廢除科舉 

(D)民國成立後正式廢除科舉取士。 

14、清末，康有為的維新變法和孫中山創立革命運動組

織，同受下列哪一場戰爭的刺激？ (A)鴉片戰爭 (B)

甲午聯軍 (C)日俄戰爭 (D)八國聯軍。 

15、孫中山所建立的革命團體中，下列哪一個組織成功推

翻滿清？ (A)興中會 (B)同盟會 (C)國民黨 (D)中

華革命黨。 

16、承上題，上述革命團體成立於下列哪一個地方？ (A)

南京 (B)廣州 (C)上海 (D)東京。 

17、下列有關於興中會的敘述，何者錯誤？ (A)孫中山先

生創立的第一個革命組織  (B)創立於檀香山 20 

年 (C)受到英法聯軍的刺激而成立的 (D)第一次革

命起事的地點在廣州。 

18、清末革命黨人在下列哪一場起義行動中，讓社會大眾

逐漸了解革命的意義，由同情轉而支持革命行動？ 

(A)黃花岡之役 (B)惠州之役 (C)欽廉之役 (D)鎮

南關之役。 

19、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經過十次失敗，最後在下列哪

一條件下，促成了武昌起義的成功？ (A)袁世凱大力

的支持 (B)西方各國的經濟援助 (C)清廷主動的讓

出政權 (D)各省的積極響應。 

20、承上題，武昌起義的導火線是下列何者？ (A)光緒、

慈禧的相繼過世，使局勢有利於革命黨 (B)清廷鐵

路國有政策，引發保路風潮 (C)西方列強保持中立

立場，未介入革命運動 (D)康有為、梁啓超成立保

皇黨，支持武昌起義。 

21、承上題，武昌起義成功後，響應革命的各省代表集會

於下列哪一個城市，成立中華民國的臨時政？  (A)

杭州 (B)上海 (C)廣州 (D)南京。 

22、中國實施二千多年的專制政體開始於下列哪一朝代？

又結束於哪一位帝王在位時？ (A)戰國、光緒皇帝 

(B)秦朝、宣統皇帝 (C)魏晉、同治皇帝 (D)隋朝、

咸豐皇帝。 

 

(※背面尚有試題※) 

新民國中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 歷史科第二次段考  班級:    姓名:        座號:     分數： 



2 

23、民國初年，由於袁世凱擔心總統大權會受國會限制，

派人暗殺了宋教仁，導致國民黨發動下列哪一件史

事？ (A)武昌起義 (B)二次革命 (C)護法運動 (D)

聲討賄選。 

24、承上題，國民黨於此次行動失敗後，孫中山先生將國

民黨改組為下列哪一團體，繼續以武力討袁？ (A)

光復會 (B)進步黨 (C)中華革命黨 (D)中國國民

黨。  

25、承第 23 題，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是因為宋教仁

提出了下列哪項主張？ (A)主張君主立憲政體 (B)

主張袁世凱卸任總統 (C)主張恢復帝制 (D)主張政

黨政治。 

26、蔡鍔等人組織護國軍在雲南起義，目的是在反對下列

哪一件史事？ (A)黎段之爭 (B)洪憲帝制 (C)復辟

事件 (D)護法運動。 

27、民國 4 年，日本利用下列哪一個時機對中國政府提出

「二十一條要求」？ (A)第一次世界大戰 (B)八國聯

軍 (C)日俄戰爭 (D)甲午戰爭。 

28、孫中山「一次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下列何者？ (A)推

翻洪憲帝制 (B)推翻滿清政府 (C)反對復辟事件 

(D)反對曹錕賄選。 

29、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久即遷至北京，主要原

因為下列何者？ (A)袁世凱藉口北京兵變 (B)各省

代表的建議 (C)清帝退位的條件 (D)國防安全上的

考量。 

30、民國 6 年，北京政府內發生黎元洪與段祺瑞因意見不

合而產生惡鬥，結果引發下列哪一件史事的發生？ 

(A)洪憲帝制 (B)二次革命 (C)復辟事件 (D)護法

運動。 

31、承上題，此史事是由下列何人所主導？ (A)宋教仁 

(B)曹錕 (C)張作霖 (D)張勳。 

32、孫中山先生於廣州另組軍政府，主要原因是下列何

者？ (A)脫離北洋軍閥的控制，重整政局 (B)消滅南

方軍閥的專制，統一政權 (C)反對段祺瑞毀棄臨時

約法 (D)逼迫北京政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33、袁世凱死後，各地將領憑藉武力，割據一方，彼此爭

政權、奪地盤；從民國 5 年到 17 年，北京政府掌握

在下列哪三派軍閥的手中？ (A)皖系、滇系、奉系 

(B)奉系、桂系、直系 (C)皖系、直系、奉系 (D)

滇系、桂系、皖系。 

34、當中央政府權力式微，地方上就易形成軍人割據的局

面，如唐末藩鎮割據與民初軍閥亂政的情形。這兩者

有何特色？ (A)都能團結一致對付外來強權 (B)凡

事以國民的經濟生活為優先考量 (C)用軍事力量解

決彼此間的紛爭 (D)注重國家的整體利益。 

35、民國初年，袁世凱推動的「洪憲帝制」與張勳推動的

「復辟事件」最後皆歸失敗。這種結果顯現出下列何

種意義？  (A)民主思想日漸普及 (B)軍閥政治逐漸

衰微 (C)民族主義深入民心 (D)國民革命成功落

實。〔93 基測〕 

36、民國 12 年，孫中山先生為何結束護法運動，主要的

原因為下列哪一選項？ (A)段氏恢復臨時約法與國

會 (B)聲討軍閥賄選當選總統 (C)南方軍閥重掌北

京政權 (D)袁世凱病逝北京。 

37、民國初年的軍閥政治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影響為下列何

者？ (A)國家的主權仍掌控在列強手中，政策受制於

外人 (B)國家缺乏領導中心，基礎建設無法推動 

(C)奠立輪流執政的典範，有助日後民主政治的發展 

(D)軍閥彼此相互競爭，對地方發展有所助益。 

38、在中國實施了一千多年的科舉考試制度，終於在清朝

時期廢除，這對當時的社會造成何種直接的影響？ 

(A)學校數量減少，留學風氣漸盛行 (B)工人人數增

加，工商階級抬頭 (C)傳統士紳沒落，新知識分子

崛起 (D)冗官數量銳減，政府效能提升 

39、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德先生」和「賽先生」

各指的是下列何者？ (A)民族、理性 (B)民生、自由 

(C)民權、工業 (D)民主、科學。 

40、承上題，新文化運動是屬於下列哪一種性質的變革？ 

(A)政治體制的改革 (B)經濟政策的改革 (C)文化

思想的改革 (D)社會教育的改革。 

41、承第 39 題，知識分子積極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目

的為下列何者？ (A)想要拋棄中國舊傳統，積極迎接

西方新思潮 (B)懇切希望在中西文化間找到平衡

點，被大眾所接受 (C)全心全力護衛中國傳統文

化，防堵西方知識的進入 (D)希望能保留中國傳統

文化的精華，再予求新求變。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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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基測〕 

43、民國 8 年的「五四運動」是由下列哪一階層的覺醒所

主導，且促成社會各階層普遍的覺醒與響應？ (A)

工人 (B)農民 (C)商人 (D)學生。 

44、民國 8 年，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對德和約

上簽字，是因下列哪一問題未得到合理解決？ (A)

朝鮮問題 (B)遼東問題 (C)山東問題 (D)琉球問

題。 

45、在五四運動以前，鼓吹西方文化的雜誌只有《新青年》

等數種，到民國 8 年 6 月以後，新出現的刊物竟高達

百餘樣，全力宣揚各種新潮思想。從這種成長，可以

看出五四運動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A)仇外現象更

嚴重 (B)使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擴大 (C)中國仍維持

現狀，未有改變 (D)推行維新運動，希望國家富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