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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共 40題，每題 2.5分，總分 100

分；範圍 L1~L2） 

1、下列哪一選項是人類文明進展上的大事，也是人類逐

漸走向定居生活的關鍵事件？  

(A)農業生活的出現 (B)已知用火熟食  

(C)使用磨製的石器 (D)發現青銅原料。 

2、在人類使用文字之前，人們靠口耳相傳來延續故事，

而這些故事最後成為了傳說。下列何者無法反映出傳

說的意義？  

(A)傳說多出於後人的追述  

(B)傳說反映先民生活的進展  

(C)從傳說中可看出文明演進的軌跡  

(D)傳說的內容完全不足採信。 

3、這個史前文化時期的人類以小米

為主食，住在半穴居建築，並製

作彩陶及使用磨製石器。上文所

描述的史前文化，分布於右圖中

的哪一個區域中？  

(A)甲 (B)乙 (C)丙 (D)丁。 

4、下列那一選項符合人類文明演進的順序？   

(A)農耕生活→畜牧生活→漁獵生活   

(B)漁獵生活→農耕生活→畜牧生活   

(C)畜牧生活→漁獵生活→農耕生活   

(D)漁獵生活→畜牧生活→農耕生活。 

5、二十世紀以來，由於考古學興盛，許多地區曾發掘出

古文化遺址，有助於上古文化的研究。若我們要研究

夏代歷史，最適合採用下列哪一古文化遺址的資料？  

(A)仰韶文化  (B)殷墟文化  

(C)二里頭文化 (D)大坌坑文化。【95 基測】。 

6、夏朝是文獻記載上的第一個王朝，下列有關夏朝的敘

述，何者正確？   

(A)崇信鬼神，凡事卜筮  (B)王位繼承採推舉制   

(C)已開始使用青銅器   (D)亡於犬戎之亂。 

7、林老師帶學生至某博物館參觀山頂洞人生態模型展，

應該可以看到下列那一景象？   

(A)小孩忙著飼養家畜   

(B)男人手持棍棒、石器獵捕野獸   

(C)婦女忙著養蠶取絲製衣   

(D)大人帶著陶罐到河邊取水飲用。 

8、小華在某展覽會場看到獸骨製成的裝飾品、宮殿模型、

青銅鑄造的兵器和禮器。請問：這個展覽會的主題，

最可能是下列哪一項？ˉ 

(A)新石器革命ˉ 

(B)漁獵與畜牧ˉ 

(C)國家的起源ˉ 

(D)三皇的傳說。【90 基測】。 

9、中國古代商朝人認為鬼神具有強大的力量，可以操控

人類的禍福，因此特別重視祭祀活動。祭祀對象中，

商人特別重視的祖先屬於下列何者？  

(A)天神  (B)上帝  (C)地祇  (D)人鬼。 

10、中國古代黃河經常氾濫成災，商朝因此多次遷都，直

到下列哪一個君王遷至殷後，才逐漸穩定下來？  

(A)商契 (B)湯王 (C)盤庚 (D)紂王。 

11、商朝在農業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而這樣的說法可用

下列哪一種現象來證明？  

(A)飲酒的風氣興盛 (B)發現鐵製的農具  

(C)高粱產量的提升 (D)磨製的石器出現。 

12、中國歷史上「三代」的建國發源地，若依地理位置「由

西向東」排列，請問位於西方的是下列那一朝代？   

(A)黃帝  (B)夏朝  (C)商朝  (D)周朝。 

13、西周時期是一個典型的貴族社會，下列哪一種身分是

貴族階級中，地位最低者？  

(A)天子 (B)諸侯 (C)卿大夫 (D)士。 

14、周公東征之後，為何要重新分封周室姬姓諸侯、姻親、

功臣，並將勢力範圍擴及黃河中下游一帶？  

(A)為防西方外族的入侵  

(B)加強對東方地區之控制  

(C)因鎬京被犬戎破壞殆盡  

(D)躲避東方夏人的侵擾。 

15、西周時發生「管蔡之亂」的主要因素為下列何者？  

(A)夏商殘存勢力作亂 (B)人民抗議階級不公   

(C)諸侯不滿周公攝政 (D)外族聯合諸侯叛變。 

16、福生是西周時期的平民，當時他在生活上可能會有下

列何種遭遇？  

(A)從父親那裡繼承一塊封地  

(B)須為貴族耕種土地  

(C)因宗法制度而能改變身分  

(D)可用錢才買到官位。 

17、東周時期，商鞅主張以軍功授與爵位，並厲行法治。

他的這種變法思想，與下列何人的理論相近？  

(A)老子 (B)韓非 (C)莊子 (D)蘇秦。 

18、東周時期出現貴族沒落、平民崛起的現象，主要因素

為下列何者？  

(A)傳染病流行而人口銳減  

(B)貴族地位完全被軍人取代  

(C)國君用人以才能為標準  

(D)商人財富超越貴族。 

19、「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尤其在解惑時，

必須依照每個學生的程度，予以不同的教法解析，這

樣才稱的上是一位盡責的老師。這應該是下列何人的

主張？  

(A)孔子 (B)荀子 (C)老子 (D)墨子。 

新民國中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 歷史科第一次段考  班級:    姓名:        座號:     分數： 



2（正反面皆有試題） 

20、東周時期的社會經濟變動非常劇烈。有關此時期社會

經濟的發展，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工商業未受重視   (B)只有貴族可受教育  

(C)土地私有制逐漸形成 (D)周天子地位仍崇高。 

21、根據右圖的言論，判斷是下列

何人提出的主張？  

(A)韓非 (B)蘇秦  

(C)張儀 (D)范雎。 

22、東周時期，經過群雄長期爭霸

後，下列哪一個國家因厲行變

法，最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

標，滅六國，統一天下？   

(A)齊  (B)秦  (C)魏  (D)楚。 

23、齊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以

管仲為相，以「尊王攘夷」為

號召，成就大業。齊桓公的根

據地是位於右圖中的何區？  

(A)甲 (B)乙 (C)丙 (D)丁。 

24、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為何以咸陽為中心，修築馳道？   

(A)防禦外族的入侵   (B)統一全國的交通   

(C)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D)展現國家的強盛。 

25、秦始皇實施的「焚書坑儒」政策，其主要目的為下列

何者？  

(A)統一文物制度 (B)擺脫舊制束縛  

(C)控制人民思想 (D)貶抑文官地位。 

26、朱寧是秦國戍守長城的一員大將，主要任務是奉皇命

帶兵防禦下列那一民族的入侵？   

(A)烏桓 (B)鮮卑 (C)羌族  (D)匈奴。 

27、秦朝滅六國後，統一中原，國力強大，但為何只維持

十五年就滅亡了？  

(A)濫用民力，嚴刑峻法 (B)政策複雜，朝令夕改  

(C)水災頻仍，瘟疫肆虐 (D)財政困難，民不聊生。 

28、秦末以來的戰亂，導致人口減少，生產力不足。西漢

初年，鼓勵人民休養生息，因而採取無為而治的統治

政策；這種政策是屬於下列哪一個學派的主張？   

(A)儒家  (B)道家  (C)墨家  (D)法家。 

29、佳芬在某寺廟中看到一塊「道光」賜頒的匾額，以及

刻有「日本大正」字樣的石柱。請問：「道光」、「大

正」有何共同之處？  

(A)都是早期地名 (B)都是古代官名  

(C)都是帝王年號 (D)都是官員名諱。【93 基測】。 

30、臺灣曾在日治時期，實施過菸酒專賣制度。請問：中

國歷史上「酒」的專賣事業，最早出現於下列哪一帝

王在位時期？   

(A)秦始皇  (B)漢高祖  (C)漢武帝  (D)漢光武帝。 

31、東漢中期以後，皇帝年幼即位，形成哪兩股勢力交互

爭權，導致政局不穩？   

(A)諸侯與武將  (B)后妃與大臣   

(C)儒生與商人  (D)外戚與宦官。 

32、東漢末年，由於政治敗壞，張角以宗教為號召，聚眾

起事，引發了下列哪一場民變？  

(A)管蔡之亂 (B)犬戎之禍  

(C)黃巾之亂 (D)光武中興。 

33、同學們下象棋時，棋盤中間有「楚河漢界」四字，其

中「楚、漢」各代表下列哪一組歷史人物？  

(A)管仲、蘇秦 (B)項羽、劉邦  

(C)王莽、劉秀 (D)陳勝、吳廣。 

34、漢朝時期，漢民族與匈奴的戰爭中，有一個區域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控制這個區域，就能控制貿易路線與

戰略優勢；這個區域應是指下列何區？   

(A)西域  (B)關外  (C)安南  (D)內蒙。 

35、陳品是漢代住在長安城中的貿易商，專門將中國生產

的絲織品，銷往西方的大秦。請問：文中的「大秦」

是指下列哪一個帝國？   

(A)土耳其帝國  (B)羅馬帝國  

(C)亞歷山大帝國 (D)阿拉伯帝國。 

36、自古以來，每當北方草原民族在物產不足時期，為取

得更多糧草，往往入侵農業民族的生存空間，所以北

方草原民族常與南方農業民族發生衝突。秦朝與漢朝

面對草原民族匈奴威脅時，採取下列哪一種共同策

略？  

(A)採和親納幣政策  (B)與其簽定和平條款  

(C)派遣使者出訪西域 (D)以武力加以征討。 

37、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思想會隨統治者的不同而有所轉

變；從秦始皇到漢武帝時期轉變的情形為下列何者？  

(A)法家→道家→儒家 (B)墨家→法家→陰陽家  

(C)儒家→縱橫家→小說家 (D)道家→墨家→農家。 

38、右圖是某個歷史人物的研究成

果，根據圖中的內容判斷，發

言的人物最可能為下列哪一

人？  

(A)蔡倫 (B)張衡  

(C)華佗 (D)班超。 

39、《史記》一書的內容主要是以

人物的事蹟為主，是一本傑出

而富創造性的歷史巨著。關於《史記》的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A)作者是班固   (B)記載東漢的歷史  

(C)體例屬於紀傳體 (D)中國第一部斷代史。 

40、中國歷史上有一位中醫師利用麻醉的方式，為病人進

行簡單的外科手術，拯救了許多病患的生命；這位古

代名醫最有可能是下列何人？  

(A)班固  (B)張衡  (C)蔡倫  (D)華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