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正反面皆有試題) 

一、選擇題（共 35題，第 1題到 30題，每題 3

分；第 31到 35題，每題 2分，總分 100分；

範圍 L5~L6） 

1、民國 12 年，國共兩黨在下列哪一個背景下展開第一次

的合作？ (A)中華革命黨改組成為中國國民黨 (B)國

民政府推動十年建設  (C)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期間 

(D)孫中山先生採聯俄容共政策。 

2、承上題，國共第一次合作後，因發生下列哪一件史事

而分道揚鑣？ (A)中國國民黨下令清黨 (B)日本製造

九一八事變  (C)孫中山在廣州成立陸軍軍官學校 

(D)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 

3、在國民政府北伐期間，曾經有下列哪一個外國勢力介

入，阻擾中國打倒軍閥，完成國家統一？ (A)法國 (B)

荷蘭 (C)俄國 (D)日本。 

4、承上題，該國為阻撓中國的北伐，出兵襲擊山東，導

致下列哪一史事發生？ (A)國民黨清黨 (B)濟南慘案 

(C)九一八事變 (D)一二八事變。 

5、孫中山先生逝世前的遺言提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

仍須努力」，這裡的「革命尚未成功」指的是下列哪一

件事？ (A)護法成功，打倒段氏 (B)推翻帝制，建立

共和 (C)打倒軍閥，全國統一 (D)建設中國，實施憲

政。 

6、民國十七年，下列何人與國民政府談判後，宣布服從

中央，結束自民國六年以來南北分裂的狀態？ (A)孫

傳芳 (B)吳佩孚 (C)張學良 (D)馮玉祥。 

7、從民國 14 到 16 年，國民政府曾多次搬遷，其遷移的

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廣州→武漢→南京 (B)上

海→杭州→重慶 (C)南昌→廈門→天津 (D)瀋陽→

北京→福州。 

8、民國 17 年到 26 年，國民政府雖處在內憂外患的情況

下，仍積極推動十年建設。請問：當時國民政府以下

列哪一法令做為國家的根本大法？ (A)臨時約法 (B)

訓政時期約法 (C)中華民國憲法 (D)中華民國新約

法。 

9、民國 22 年，國民政府為了下列哪一種目的，實施廢兩

改元的貨幣政策，並全面發行法幣？ (A)為了抑制通

膨問題 (B)為抗日時期的配給制做準備 (C)為了實

施貿易國際化 (D)為了利於幣制統一與經濟發展。 

10、在下列哪一事件後，國民政府宣布由國民黨「以黨治

國」，開始進入訓政時期？ (A)推翻滿清政權 (B)臨

時政府成立 (C)北伐統一 (D)西安事變。 

11、民國 17 年到 26 年十年建設期間，國民政府仍是內憂

外患不斷。請問：所謂的「內憂」是指下列何者？ (A)

北洋軍閥 (B)中國共產黨 (C)革命黨人士 (D)滇

係軍閥。 

12、承上題，經過國軍數次圍剿後，上述殘存勢力最後落

腳於下列哪一地區？ (A)陝西省北部 (B)山西省南

部 (C)廣西東部 (D)江西西部。 

13、承第 11 題，民國 24 年底，該殘存勢力幸賴下列哪一

件史事的發生而解危？ (A)九一八事變 (B)一二八

事變 (C)西安事變 (D)蘆溝橋事變。 

14、承上題，下列哪一人為上述事件的主導者？ (A)孫傳

芳 (B)吳佩孚 (C)張學良 (D)馮玉祥。 

15、承第 13 題，該事件對中國現代史的發展影響深遠，

而此事件爆發的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國聯未

能正確處理山東問題 (B)日本在中國製造事端阻撓

中國統一 (C)東北軍抗議中央「聯俄容共」政策 (D) 

許多民眾反對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16、民國 20 年，日軍為了取得中國東北而發動了下列哪

一件史事？ (A)西安事變 (B)九一八事變 (C)一二

八事變 (D)七七事變。 

17、承上題，日本侵占東北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扶植

下列何人成立傀儡政權，供其驅使？ (A)曹錕 (B)

段祺瑞 (C)溥儀 (D)張學良。 

18、民國 10 年，中國共產黨能順利於上海成立，主要是

得力於下列哪一列強的扶助？  (A)美國  (B)蘇聯 

(C)日本 (D)法國。 

19、日本侵略中國期間，常採以華制華的策略，扶植下列

何人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  (A)汪精衛  (B)溥儀 

(C)張作霖 (D)曹錕。 

20、在右圖中，有一個地區自古便有「天府之國」的美稱，

三國時代劉備曾在該地建立國

家，而對日八年抗戰時也曾遷都

至此區。這個地區應該位於圖中

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100.北北基〕 

21、清末以來，因下列哪一場戰爭的結果，使中國受到不

平等條約的束縛長達百年？又因下列哪一場戰爭的

關係，不平等條約才得以廢除？ (A)鴉片戰爭、第二

次世界大戰 (B)英法聯軍、日俄戰爭 (C)甲午戰

爭、第一次世界大戰 (D)中法戰爭、八國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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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抗戰初期，中國獨立對日作戰，直到下列哪一史事的

發生，中國才與美、英等盟國並肩作戰？ (A)九一八

事變 (B)珍珠港事變 (C)松滬會戰 (D)七七事變。 

2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下列哪一

個參戰國為早日結束戰事，而爭取

蘇聯對日作戰，並與其簽訂雅爾達

密約，出賣中國權益？ (A)法國 (B)

義大利 (C)美國 (D)比利時。 

24、民國 26 年底，日軍攻入中國某城市

後，殘殺無辜軍民，造成死傷慘重的大屠殺。請問：

此城市位於上圖的哪一區內？ (A)甲 (B)乙 (C)丙 

(D)丁。 

25、民國 25 年 5 月，國民政府已公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預備正式立憲，但因抗日戰爭爆發而延宕。到戰爭結

束後，由於下列哪一項因素，使得憲政仍無法推動？ 

(A)國共內戰 (B)日拒投降 (C)美援中斷 (D)俄國

入侵。 

26、承上題，上述事件發生後，美國還曾派下列哪一位特

使來華了解事情的原委，並試圖調解？ (A)拉法葉 

(B)艾森豪 (C)陳納德 (D)馬歇爾。 

27、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遷往臺灣後，依據下列哪一項

法源，落實民主政治？ (A)軍政時期約法 (B)中華帝

國新約法 (C)訓政時期約法 (D)中華民國憲法。 

28、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成立之初，在外交上採取下列哪

一種政策？ (A)與西方國家結盟抗俄 (B)向蘇聯一

邊倒 (C)不與美、蘇結盟 (D)維持中立國。 

29、承上題，中共當局派志願軍參與下列哪一場戰爭，即

是這種外交政策的具體表現？ (A)第一次世界大戰 

(B)韓戰 (C)第二次世界大戰 (D)越戰。 

30、西元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下列哪一

個地方正式宣告成立？ (A)延安 (B)北京 (C)上海 

(D)南昌。 

31、西元 1958 年，中共當局展開「大躍進」運動，企圖

在短期內使中國的農業與工業生產大為突破，其結果

如何？ (A)糧產大增，足以外銷 (B)工業產值超越歐

美 (C)產量低落，經濟惡化  (D)鋼產量居世界首位。 

32、西元 1966 年，中共當局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為下列哪一選項？ (A)領導階層的權力鬥爭 (B)改

革中國傳統文化 (C)發揮新文化運動的精神 (D)鎮

壓反共分子。 

33、承上題，文化大革命演變成全國各地群眾都參與的狂

熱風潮，這事件對中國產生最大的影響為下列何者？ 

(A)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站上國際舞台 (B)中國農工

產值比以前增加許多 (C)中國傳統文化遭受嚴重的

破壞 (D)中國政局變得更加自由民主。 

34、承 32 題，下列哪一事件的發生導致文化大革命結束？ 

(A)毛澤東病死  (B)華國鋒掌權  (C)鄧小平上臺 

(D)四人幫遭逮捕。 

35、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發展，但政治上仍採保守

專制，兩者的矛盾，在西元 1989 年時釀成了下列哪

一史事的發生？ (A)文化大革命 (B)六四天安門事

件 (C)四人幫的垮台 (D)習近平的打貪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