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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共 40 題，每題 2.5 分，總分 100分；

範圍 L3~L4） 

1、清末百姓仇洋情緒的形成，下列何者是主要原因？  

(A)朝中大臣積極採取西化政策   

(B)外國傳教士介入宮廷政爭  

(C)全國上下皆反對外來文化的傳入  

(D)中國百姓對列強的欺壓心懷怨恨。 

2、清末八國聯軍之際，中國陷入亡國的危機，所幸戰火僅限

於京師一帶，並未波及到東南各省分，延續了清帝國的命

脈。這是因為受到哪個策略的影響？  

(A)單打雙不打協議 (B)扶清滅洋策略  

(C)東南互保協議  (D)以時間換取空間策略。 

3、清朝的「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均為中國境內重大內亂，

兩者有何相似之處？  

(A)均以天津做為叛亂的根據地  

(B)都藉宗教力量號召群眾  

(C)均得到當權者的默許  

(D)清廷皆獲得到外力協助平定亂事。 

4、小馬參觀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導

遊在導覽時說到如右的內容。根

據內容研判，北京城受到戰火波

及是下列哪兩場戰爭所致？   

(A)鴉片戰爭、中法戰爭  

(B)英法聯軍、八國聯軍  

(C)英法聯軍、日俄戰爭  

(D)中法戰爭、八國聯軍。 

5、清末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不斷，有關這些條約的敘述，

何者正確？  

(A)辛丑和約是賠款最多的條約  

(B)馬關條約是喪失領土最多的條約  

(C)天津條約是清末百年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D)南京條約是關稅損失最多的條約。 

6、下列哪一個國家的軍隊是唯一參與清末八國聯軍的亞洲國

家？  

(A)韓國 (B)印度 (C)日本 (D)泰國。 

7、中國實行千餘年的科舉制度於下列何時正式廢除？ 

(A)自強運動期間   (B)戊戌變法期間    

(C)庚子後新政期間  (D)立憲運動期間。 

8、承上題，科舉制度的創立是在下列那一朝代？   

(A)隋 (B)宋 (C)元 (D)明。 

9、清末的立憲運動是受到下列那一場戰爭的刺激而產生的？ 

(A)鴉片戰爭  (B)中法戰爭   

(C)甲午戰爭  (D)日俄戰爭。 

10、承上題，該場戰爭的爆發是兩列強為爭奪中國下列哪一

地區的利益？  

(A)東南地區 (B)西北區域  

(C)西南區域 (D)東北區域。 

11、承第 9 題，立憲運動是屬於哪一個層次的改革？  

(A)器物層次 (B)制度層次  

(C)文化層次 (D)思想層次。 

12、孫中山先生的第一個革命團體成立於下列那一場戰爭時期？ 

(A)英法聯軍  (B)中法戰爭   

(C)甲午戰爭  (D)日俄戰爭。 

13、下列那一個地方是孫中山發動第一次革命的地點？ 

(A)惠州 (B)泉州 (C)溫州 (D)廣州。 

14、下列那一歷史事件的發生，成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線？ 

(A)立憲運動 (B)戊戌政變 (C)保路運動 (D)皇族內閣。 

15、承上題，此事件是以下列那一個省份最為激烈？   

(A)福建  (B)四川  (C)湖北  (D)廣東。 

16、武昌起義成功後，響應革命的各省代表

於右圖何地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A)甲  (B)乙  (C)丙  (D)丁。 

17、清朝自咸豐年間開始的「自強」、「維新」、「革命」運動

的實施，是屬於下列何種現象？  

(A)因應外力的衝擊而變法圖強  

(B)為將文化思想全盤西化所做的變革  

(C)中央政府企圖藉由改革挽回民心  

(D)由下而上推動的經濟改革運動。 

18、民國初年，袁世凱一邊替清廷效力，一邊拉攏革命勢力。

袁世凱的主要目的為下列哪一選項？  

(A)證明自己為國效命 (B)誓死抵抗列強侵略  

(C)為自己的權勢鋪路 (D)證明自己效忠清廷。 

19、中央集權的皇帝制度大約在中國沿用了兩千多年，自秦

始皇統一天下開始，直至清朝結束。請問：中國的最後

一位皇帝是下列何人？  

(A)道光 (B)同治  (C)光緒 (D)溥儀。 

20、民國五年，力嘉在雲南為了討伐袁世凱稱帝而投效軍旅，

他加入的軍隊揭起反袁大旗。這支軍隊名為下列何項？  

(A)辮子軍   (B)護國軍  (C)黑旗軍  (D)八旗軍。 

21、承上題，該軍隊是由下列何人號召組成的？   

(A)蔡鍔  (B)吳佩孚  (C)宋教仁  (D)張勳。 

22、民國初年，楊度、嚴復等人組籌安會，發表《君憲救國

論》一文，謂「非立憲不足以救國家，非君主不足以成

立憲」。楊度等人的提倡與下列哪件史事有關？  

(A)皇族內閣 (B)洪憲帝制  

(C)復辟事件 (D)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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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民國四年，袁世凱同意某國所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

認可該國在中國下列何地的特殊權益？   

(A)東北  (B)山東  (C)臺灣  (D)香港。 

24、承上提，上述某國是指下列哪一國家？   

(A)韓國 (B)  荷蘭  (C)日本 (D)美國。 

25、承第 23 題，該國對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真正

目的為下列何者？  

(A)真心想和中國合作對抗西方列強  

(B)企圖藉此干涉中國的內政  

(C)想阻止美國瓜分南海資源  

(D)存心只想讓西方列強知道日本的厲害。 

26、民國六年，孫文於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其目的為

下列何者？  

(A)抗議巴黎和會漠視中國權益  

(B)反對段祺瑞破壞臨時約法  

(C)聲討曹錕的賄選  

(D)討伐張勳的復辟運動。 

27、依依是民國初年誕生的東北姑娘。當時她的家鄉正處於

下列哪一個軍閥的勢力範圍？  

(A)張作霖 (B)曹錕 (C)唐繼堯 (D)段祺瑞。 

28、承上題，民國初年在軍閥統治期間，軍閥往往依附列強，

擴張地盤。請問：上述軍閥是依附下列哪一個列強？ 

(A)法國  (B)英國  (C)荷蘭  (D)日本。 

29、當中央政府權力式微，就容易形成地方軍人割據的局面，

如唐末藩鎮與民初軍閥都曾出現這種情形。請問：藩鎮

或軍閥的特色為下列何者？   

(A)重視民族精神，團結一致對付外敵   

(B)彼此之間倘若有紛爭，多靠關說協調   

(C)注重個人利益，用軍事力量解決紛爭   

(D)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30、身為現代公民皆應具有反賄選的觀念，但是下列何人在

民國十二年時，曾以每人五千元支票，買通整個參眾議

會，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  

(A)曹錕 (B)袁世凱 (C)段祺瑞 (D)張勳。 

31、民國初年的軍閥多出自清末的北洋新軍，因此被稱為「北

洋軍閥」。下列哪一個軍閥派系不屬於北洋軍閥？  

(A)奉系 (B)桂系 (C)直系 (D)皖系。 

32、一位外國旅行者來到民國初年的中國，他應該不會見到

下列何種景象？  

(A)學校裡可見不少的女學生  

(B)已有些婦女參與政治活動  

(C)看見大城市中有西式建築  

(D)農民生活大幅改善。 

33、新文化運動推行期間，有位作家創作白話小說《狂人日

記》，以犀利的文筆批判中國傳統思想規範是吃人的禮

教。以上所談論的應是下列何人？  

(A)胡適 (B)徐志摩 (C)魯迅 (D)陳獨秀。 

34、民國初年，間接促成中國共產黨成立，對日後中國的政

治發展影響最大的學說為下列哪一種？  

(A)浪漫主義  (B)民族主義  

(C)馬克思主義 (D)自由放任主義。 

35、民國初年推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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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軍事的改革 (D)文化思想的改革。 

36、民初知識分子大量引進西方思潮，使學術呈現百家爭鳴

的熱烈氣氛，其中「德先生」和「賽先生」被視為救中

國的良方。上文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是指以下何者？  

(A)民主、科學 (B)博愛、自由  

(C)平等、生命 (D)民族、倫理。 

37、民國四年，小星曾在新青年雜誌當過編輯。當時他的上

司主編可能是誰？  

(A)徐志摩 (B)魯迅 (C)陳獨秀 (D)胡適。 

38、小琪在復習民國初期的政局時，發現「五九國恥」與「五

四運動」具有下列哪一個共同特徵？  

(A)皆是袁世凱主導  (B)發生時間皆是民國八年  

(C)事件皆發生於南京 (D)皆與日本有關。 

39、承上題，「五四運動」的發生與下列哪一場國際性會議有

關？   

(A)開羅會議 (B)巴黎和會  

(C)雅爾達會議 (D)柏林會議。 

40、「五四運動」是由下列哪一角色所領導，並促成社會各階

層普遍的覺醒與響應的民族運動？   

(A)商人 (B)農民  (C)學生  (D)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