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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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先生一生為國為民奔波辛勞，病逝於民國十四年，

遺囑上所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請問：

孫文認為導致革命尚未成功最大障礙，是指下列何選

項？  

(A)共產黨勢力坐大 (B)憲法尚未制定  

(C)各地軍閥的亂政 (D)日本對中國的威脅。 

2、民國十三年，孫文先生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使

國民黨與共產黨展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合作，直到

下列哪一個事件發生後，國民黨與共產黨才正式決

裂？  

(A)五三慘案 (B)西安事變  

(C)寧漢分裂 (D)七七事變。 

3、從民國十四到十六年，國民政府曾多次搬遷，其遷移

的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上海→杭州→重慶 (B)瀋陽→北京→福州  

(C)天津→西安→寧波 (D)廣州→武漢→南京。 

4、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推進至山東，下列哪一列強

不願見中國統一，出兵阻擾北伐，發生「濟南慘案」？   

(A)蘇聯   (B)日本  (C)英國  (D)法國。 

5、民國十七年，下列何人因其父遭日人炸死，決定宣布

歸順國民政府，使中國完成統一？  

(A)張勳 (B)張學良 (C)曹錕 (D)段祺瑞。 

6、民國二十四年，政府下令所有的交易、繳稅均需以法

幣來支付，造成下列何種影響？  

(A)使得私鑄紙幣的情形嚴重  

(B)終於統一清末以來幣制混亂的局面  

(C)引起人民反彈，取消法幣制度  

(D)從此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7、承上題，當時政府規定有四家銀行所發行的紙幣作為

法定貨幣，其中未包含下列哪一家銀行？  

(A)匯豐銀行 (B)交通銀行  

(C)中央銀行 (D)中國銀行。 

8、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即宣布進入訓政

時期，並擬定下列哪項法案，做為訓政時期國家的根

本大法？  

(A)臨時約法  (B)訓政時期約法  

(C)新臨時約法 (D)中華民國憲法。 

9、國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後，對外交涉的諸多措施中，以

下列哪一項作為，無論是對當時中國的財政，或是國

內農工商業都有很大的幫助？  

(A)收回關稅自主權 (B)廢除領事裁判權  

(C)取消內河航行權 (D)實施片面最惠國待遇。 

10、下列那一人有「平民教育之父」之稱，在河北推動平

民教育，教人讀書識字，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   

(A)蔡元培  (B)黎元洪  (C)陳獨秀  (D)晏陽初。 

11、中共的發展史上，為何會出現「二萬五千里長征」的

事件？  

(A)中共在延安興建公路的路線  

(B)中共於西安事變期間逃亡的路線  

(C)中共於八年抗戰期間攻打日軍的路線  

(D)中共躲避國民政府圍剿的路線。 

12、明智研究中國現代歷史上

某位人物時，製作成右

表。請問：明智研究的是

下列哪位歷史人物的背

景？  

(A)段祺瑞 (B)吳佩孚 (C)孫傳芳 (D)張學良。 

13、民國二十年，日本軍隊炸毀東北瀋陽附近的一段鐵

路，並誣指是中國軍隊所為，隨即攻打瀋陽，進而佔

領東北，爆發下列哪一歷史事件？  

(A)西安事變  (B)盧溝橋事變  

(C)一二八事變 (D)九一八事變。 

14、承上題，日本的勢力於下列何時就已進入中國東北﹖ 

(A)唐朝末年 (B)元朝初年  

(C)清朝末年 (D)民國初年。 

15、民國二十一年，日軍進攻上海，是為「一二八事變」，

當時國民政府所採取的策略為下列何者？  

(A)邊剿共，邊對日作戰  

(B)與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日  

(C)對日極力忍讓，對中共加緊圍剿  

(D)投訴國際聯盟，尋求外力協助。 

16、清朝「末代皇帝」溥儀，一生曾三次登基，也三次被

迫退位，從未真正掌握政治實權。請問：下列哪一位

歷史人物與溥儀的登基與退位無關？  

(A)袁世凱 (B)張勳 (C)孫傳芳 (D)段祺瑞。 

17、民國二十六，爆發下列哪一歷史事件，揭開中國對日

八年抗戰的序幕？  

(A)九一八事變 (B)一二八事變  

(C)西安事變  (D)七七事變。 

18、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下列哪一事件發生後，中國進

入與英、美等盟國並肩作戰的時期？  

(A)日軍佔領中國東北 (B)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  

(C)開羅會議召開以後 (D)國際聯盟成立時。 

19、八年抗戰期間，日本為了加強佔領區的控制，積極採

取「以華制華」的策略，曾在南京扶植何人成立「國

民政府」，做為其傀儡政權？  

(A)段祺瑞 (B)張作霖 (C)汪精衛 (D)黎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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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歷史上，哪一場戰爭導致臺灣被日本殖民統治﹖又

何時結束臺灣的被殖民的命運？  

(A)鴉片戰爭、民國 24 年 (B)英法聯軍、民國 26 年 

(C)甲午戰爭、民國 34 年  (D)八國聯軍、民國 36 年。 

21、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英兩國為了爭取下列哪一

列強對日宣戰，遂與之簽訂雅爾達密約，以減少損

失？  

(A)韓國 (B)蘇聯 (C)荷蘭 (D)泰國。 

22、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在下列日本哪兩個地方投

下原子彈，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   

(A)廣島、長崎 (B)大阪、神戶  

(C)東京、橫濱 (D)奈良、京都。 

23、抗戰結束後，國共雙方為了爭奪日軍占領區，爆發多

次的軍事衝突。在國共內戰期間，國民政府未能解決

下列哪一方面的問題，使得統治地位陷入嚴重的危

機？  

(A)經濟問題  (B)教育問題  

(C)居住問題 (D)外交問題。 

24、承上題，在國共關係緊張之際，美國派下列哪一人擔

任特使，來中國調停國共之爭，結果鎩羽而歸？  

(A)艾森豪 (B)羅斯福 (C)馬歇爾 (D)邱吉爾。 

25、下列哪一事件是中華民國結束訓政時期，進入憲政時

期的關鍵？  

(A)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B)中華民國正式加入聯合國  

(C)中華民國憲法的頒布  

(D)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通過。 

26、下表是民國二十六年到三十六年，這段期間的貨幣購

買力比較表，由表中內容顯示當時經濟發展發的情形

為下列何者？  

(A)通貨膨脹日趨嚴重 (B)民眾所得漸入佳境  

(C)物資供應漸趨平穩 (D)民生需求逐漸減少。 

27、中國共產黨曾經利用下列哪一個時機，與國民黨共同

合作，對抗外敵的入侵，並藉機壯大自己的勢力，導

致戰爭結束後，中國的政局大為改變？  

(A)聯俄容共 (B)北伐期間  

(C)西安事變 (D)八年抗戰。 

28、中共建立政權後，在外交方面採取「一邊倒」的策略，

這是指中共全面倒向下列哪一個國家？  

(A)日本 (B)蘇聯 (C)北韓 (D)美國。 

29、承上題，下列哪一場戰爭爆發後，中共隨即組織志願

軍參戰，便是「一面倒」策略的最佳證明？  

(A)波灣戰爭 (B)兩伊戰爭 (C)越戰 (D)韓戰。 

30、西元 1958 年，毛澤東在鞏固政權之後，提出「大躍

進」運動的主要目標是下列何者？  

(A)積極參與國際性事務，進而加入聯合國  

(B)消滅國民黨，武力進犯臺灣  

(C)建設中國，趕上英、美等國  

(D)實施改革開放，加強經濟發展。 

31、大躍進運動實施後，社會活力衰退、經濟日漸惡化，

使得毛澤東的權威遭到挑戰。 西元 1966 年毛澤東為

奪回權力，發動下列哪一個運動，結果反而造成中國

歷史上一場大災難？  

(A)大鳴大放運動  (B)文化大革命  

(C)破四舊，立四新 (D)改革開放運動。 

32、大躍進期間，中共在農業方面實施了下列哪一項措

施，企圖以集體管理方式從事生產，不料卻造成民間

生產意欲低落，糧食產量下降？  

(A)土法煉鋼 (B)經濟特區  

(C)人民公社 (D)四個現代化。 

33、西元 1989 年，北京的學生聚集於天安門廣場示威請

願。請問：當時學生們主要的訴求為下列何者？  

(A)政治民主化 (B)經濟開放化  

(C)社會資本化 (D)工廠民營化。 

34、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為解決當時經濟衰退的問題，而

提出「四個現代化」的主張。請問：下列哪一選項不

包含在「四個現代化」的主張內？  

(A)農業 (B)科技 (C)工業 (D)體育。 

35、鄧小平去世後，繼任的中共領導者皆繼續推動改革開

放政策，這種作法對中國的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A)資本主義色彩越來越濃厚  

(B)給於百姓更寬大的言論自由  

(C)內陸與沿海地區平衡發展  

(D)社會主義的立場更加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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