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正反面皆有試題） 

一． 選擇題（共 40題，每題 2.5分，總分 100

分；範圍 L5~L6） 

1、北宋初期，中國北方最強大的外患是契丹族建立的遼，

遼時常南下侵擾中國北方。請問：遼能夠屢次南下侵

擾中國，與中國失去下列哪塊領土有很大的關係？  

(A)涼州 (B)伊兒汗國 (C)澶州 (D)燕雲十六州。 

2、承上題，該地區於下列何時割讓給遼？  

(A) 東晉 (B)後唐 (C)後晉 (D)北宋。 

3、宋太祖實行重文輕武政策，但北宋兵額卻有逐漸增加

的現象，其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外患日趨嚴重   (B)武人地位提升  

(C)駐守沿海閉關自守 (D)藩鎮擁兵自重。 

4、宋神宗重用下列何人改革，但卻引發革新派和守舊派

之間互相排擠鬥爭，造成政局動盪不安？  

(A)范仲淹 (B)歐陽修 (C)司馬光 (D)王安石。 

5、承上題，該名大臣從事改革的主要因素是為了解決下

列哪一方面問題？  

(A)土地方面 (B)外交方面  

(C)財政方面 (D)交通方面。 

6、宋代在邊境設有市場，與遼、西夏、金都有商業來往。

在邊境與外族互市，除了可以方便物資交流之外，還

有什麼政治上的功用？  

(A)抵禦外族 (B)消滅外族  

(C)籠絡外族 (D)打壓外族。 

7、中國歷史上的「西晉」與「北宋」分別亡於下列那一

歷史事件？  

(A)黃巾之亂、安史之亂 (B)玄武門之變、流寇之亂 

(C)黃巢之亂、新舊黨爭 (D)永嘉之亂、靖康之禍。 

8、北宋與遼經澶淵之盟後，雙方獲得百年來的和平，直

到下列哪一外族的出現，才打破這個局面？  

(A)突厥 (B)党項 (C)女真 (D)蒙古。 

9、下列哪一件史實發生之後，結束五代以來多個政權並

存的局面？  

(A)蒙古西征 (B)蒙古滅金  

(C)北宋立國 (D)蒙古滅南宋。 

10、隋代曾建設五條運河，其中只有一條是東西向；元代

時也建有大運河。請問：元代大運河的建設有何意

義？  

(A)南水北運   (B)避免水患  

(C)促進南北貿易 (D)加強軍事作用。 

11、西元十三世紀，義大利某教堂的神父告訴信徒，虔誠

向上帝禱告並懺悔，便可躲過帶著火炮（火藥），來

自東方的「黃禍」。下列那一項是神父所指的「黃禍」？ 

(A)怛羅斯之役 (B)十字軍東征 

(C)蒙古西征  (D)鄭和下西洋。 

12、北宋滅亡後，宋高宗南遷偏安，面對金人的威脅，朝

臣意見又相左，宋高宗最後採行下列哪一項政策，處

理金人入侵的問題？  

(A)聯合西夏，夾攻金人 (B)重用武將，打擊金兵  

(C)鼓勵通婚，民族融合 (D)停止作戰，宋金議和。 

13、元代社會是一個社會階級嚴格劃分的社會，出身於福

建省的阿民在當時會被劃分至下列哪個階級當中？  

(A)蒙古人 (B)色目人 (C)漢人 (D)南人。 

14、元代，蒙古人以異族之姿入主中原，但是蒙古人只會

打江山，卻不懂治理江山，尤其是財政的紊亂更加速

帝國潰敗。財政的紊亂與下列哪個負責理財的階級最

有關係？  

(A)蒙古人 (B)色目人 (C)漢人 (D)南人。 

15、成吉思汗等人在征伐西方時，建立的四大汗國中，何

者是位於今天俄羅斯境內？  

(A)察合臺汗國 (B)窩闊臺汗國  

(C)伊兒汗國  (D)欽察汗國。 

16、宋代是新儒學－「理學」的發展時期，其思想是融合

下列哪兩派的思想後加以發展？  

(A)佛教、墨家 (B)陰陽家、道家  

(C)墨家、佛教 (D)佛教、道家。 

17、宋朝除了使用銅錢等金屬貨幣外，也開使出現「交

子」、「會子」等紙幣，這是因應下列何種社會背景而

產生？  

(A)以「歲幣」求和，使貨幣大量外流  

(B)對外貿易入超，造成銅錢供需失調  

(C)發明活字版印刷術，印刷紙幣便利  

(D)國內商業繁盛，使用紙幣便於交易。 

18、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

描繪右圖何地繁榮的景況？ 

(A)甲 (B)乙  

(C)丙 (D)丁。 

19、阿民是宋朝的讀書人，重視

人格養成與學識基礎，想在

學風自由的學校就讀，那麼

他應該選擇下列何種教育機

構？  

(A)書院 (B)官學 (C)私塾 (D)太學。 

20、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前古人讀書要辛苦地刻版，在下

列何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活字印刷術之相關介紹？  

(A)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B)朱熹的四書集注  

(C)沈括的夢溪筆談  (D)司馬遷的史記。 

21、小強為了準備報告而翻閱「資治通鑑」。請問：在他

翻閱的過程中，應該會發現其中的內容是依下列何者

來排列？  

(A)年代 (B)人物 (C)國別 (D)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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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國發現人工磁化法，使指南針廣泛應用在海上航

行。請問：這是何時的情形？  

(A)漢代 (B)唐代 (C)宋代 (D)元代。 

23、明太祖時，大臣上奏的文字如果有「光」、「尚」、「生」

等字的出現，很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請問：主要原

因為下列哪一選項？  

(A)廣興文字獄的結果   (B)大臣的教育水準低落  

(C)皇帝出身低，自卑感重 (D)違反當時法律規定。 

24、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其內容屬於哪一個層面的改

革？  

(A)軍事 (B)交通 (C)教育 (D)經濟。 

25、在中國歷史上，秦代、明代各為防止下列那些外族的

入侵而修築長城？  

(A)突厥、倭寇 (B)女真、契丹  

(C)党項、鮮卑 (D)匈奴、蒙古。 

26、分析明代「靖難之變」發生的主要原因背景，與下列

哪一歷史事件相似？  

(A)安史之亂 (B)八王之亂  

(C)靖康之禍 (D)永嘉之禍。 

27、下列有關鄭和下西洋的描述，何者正確？  

(A)西洋是指地中海 (B)終於找到失蹤的明惠帝  

(C)使明朝聲威遠播 (D)航程最遠到非洲南邊。 

28、比較元朝與清朝的統治方針，清朝能統治中國近三百

年的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實施公平的科考制度 (B)對任何種族一視同仁  

(C)懷柔與高壓並用   (D)強迫各族互相通婚。 

29、清初的海禁政策至下列哪一事件後解禁？  

(A)臺灣鄭氏政權瓦解 (B)攻滅南明政權  

(C)掃蕩流寇勢力   (D)平定三藩之亂。 

30、滿清獎勵學術，廣徵士人，編纂《四庫全書》等典籍。

其主要目的為下列何者？  

(A)使滿州人漢化 (B)籠絡民心  

(C)宣揚儒家思想 (D)表現對歷史的尊重。 

31、明代江西景德鎮因製瓷工廠一年四季不分晝夜，皆不

停運作，因而又被稱為「四時雷電鎮」，反映當時社

會經濟的哪一種現象？  

(A)商人集團的出現 (B)專業市鎮的興起  

(C)坊市制度的建立 (D)金融政策的改革。 

32、明末，下列何人統一女真部落，建立後金？  

(A)努爾哈赤 (B)皇太極 (C)順治 (D)康熙。 

33、明清的科舉制度層次，請依順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鄉試→童試→會試→殿試  

(B)童試→鄉試→會試→殿試  

(C)童試→鄉試→殿試→會試  

(D)童試→會試→鄉試→殿試。 

34、下列哪一本書被譽為「東方藥學巨典」，是明朝醫學

家李時珍三十餘年的心血結晶，全書共有 190 多萬

字，記載了 1,892 種藥物，它是幾千年來中國藥物學

的總結？  

(A)本草綱目 (B)天工開物  

(C)夢溪筆談 (D)魚鱗圖冊。 

35、歷史老師在課堂上講述「空城計」的故事，同學們聽

得津津有味。請問：同學們若欲知故事全貌，應閱讀

下列哪一本小說？  

(A)三國演義 (B)水滸傳  

(C)西遊記  (D)紅樓夢。 

36、承上題，該部小說的作者為下列哪一人？下列作者與

著作的配對何者為是？  

(A)曹雪芹 (B)施耐庵 (C)羅貫中 (D)蒲松齡。 

37、清高宗時，中外貿易只准在下列何地進行？  

(A)香港 (B)福州 (C)廣州 (D)澳門。 

38、清中期以後採行閉關自守政策，導致中國對外交流中

斷。請問：下列何者是導致中國對外交流中斷的原

因？  

(A)傳教士不願向中國皇帝行跪拜之禮  

(B)傳教士介入皇位繼承之爭  

(C)西方貿易勢力過於龐大  

(D)傳教士密謀在中國組黨謀反。 

39、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是西方傳教士。他們

是屬於下列哪一教派？  

(A)天主教 (B)路德教  

(C)長老教 (D)東正教。 

40、思思星期天參加了一場演講，演講內容以玄奘、張 

騫、利瑪竇等人的事蹟為主，請由此判斷，這次的演

講主題最可能是下列哪一項？  

(A)中國文學的時代精神 (B)外來宗教的中國化  

(C)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 (D)科技發展與文明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