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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田尾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月考八年級歷史科試題

一、選擇(每題 2 分) 

1. （  ）加昕到故宮遊覽，聽到導覽人員說：「由於錢荒，

再加上銅錢重量過重，四川商人遂自行發行紙幣

『交子』，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紙幣。」請問當時

故宮正在展覽哪一個時代的文物？  (A)北宋 (B)

南宋 (C)元朝 (D)明朝 

2. （  ）一位官員提到：「新法將人民應該服的勞役併入應

繳納的賦稅當中，並採取按畝徵銀的方式，使白銀

成為繳稅的重要貨幣。」這位官員提到的「新法」

指的是下列何項？ (A)鹽、鐵、酒專賣制度 (B)

種族制度 (C)井田制度 (D)一條鞭法。 

3. （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與徐光啟之間可能會有哪些對

話？ (A)利瑪竇：「再過幾天我們就可以翻譯完

《幾何原本》」  (B)徐光啟：「皇上派遣鄭和前

進西洋，我想這會是個偉大的成就」  (C)利瑪竇：

「當今皇帝將派傳教士到各地進行實地測量，以繪

成具有經緯度的中國地圖」  (D)徐光啟：「我將

捐助數十張的大元寶鈔供教會之用」 

4. （  ）「這個皇帝出自政治考量而作成一項決策，他禁止

耶穌會士來華傳教，中西交流在十八世紀前期中

斷，然此後一百年是歐洲快速發展的時期，中國因

此失去了學習的機會。」這是在描述哪個皇帝的作

為及其影響？ (A)清高宗 (B)清聖祖 (C)清世

宗 (D)清世祖。 

5. （  ）十三世紀，來自東方的民族征服了義大利威尼斯，

並摧毀歐洲當時莊園制度下堅固的城堡，歐洲人稱

之為「黃禍」。請問：開啟這一場「黃禍」的是哪

一位歷史人物？ (A)唐太宗 (B)趙匡胤 (C)鐵

木真 (D)忽必烈。 

6. （  ）穆罕默德生活在元朝，他被延攬進入政府部門從

政，在朝中負責跟財政相關的職務，主要負責各地

的稅務徵收以及政府的財政規畫。從前面敘述來

看，穆罕默德可能是屬於哪個族群？  (A)蒙古人 

(B)色目人 (C)漢人 (D)南人。 

7. （  ）「我們士大夫的地位真是越來越不如前了，以前官

員上朝還能站著上奏，如今官員必須跪對，而且皇

帝握有當朝廷杖的權力，使我們的尊嚴蕩然無存。」

上文是一位官員的說法。請問：這位官員可能身處

於下列哪個時代？ (A)唐朝 (B)宋朝 (C)元朝 

(D)明朝。 

8. （  ）南宋建立之初，面對北方強大的外患，啟用多位抗

金名將抵抗金兵的入侵，但高宗擔憂武人勢力過

大，於是授命大臣以莫須有的罪名害死抗金名將，

這位抗金名將是誰？  (A)忽必烈 (B)秦檜 (C)

王安石 (D)岳飛。 

9. （  ）「這個時期的文人雅士皆不敢隨意著述，因為擔心

自己的作品被摘錄字句，最後被羅織罪狀，使自己

或家族陷入牢獄之災，因此這時期的士人開始埋首

書堆從事研究工作。」上述應該是何時期士人的心

聲？ (A)北宋 (B)南宋 (C)元朝 (D)明清時代。 

10. （  ）明代時，曾發生靖難之變。請問：這場衝突是屬於

下列何種性質？ (A)將領叛變 (B)宗室之亂 

(C)外族侵擾 (D)外戚奪權。 

11. （  ）鄭和七次下「西洋」的事蹟，曾被寫為《1421：中

國發現世界》一書。就你對明代歷史的了解，下列

對鄭和與其事蹟的敘述，何者正確？  (A)鄭和下

「西洋」的西洋，指的是橫越整個太平洋  (B)鄭

和的船隊最遠曾抵達今日的非洲東岸一帶  (C)指

派鄭和下西洋的明朝帝王是明太祖朱元璋  (D)鄭

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尋求盟邦對抗北方的蒙古

人。 

12. （  ）關於宋朝的經濟與社會文化，下列何者的說法正

確？ (A)自日本引進早熟稻，糧食產量大增 (B)

政府在上海和北京設有市舶司 (C)實施坊市分離

制度，但市場的營業時間不受限制 (D)城市生活

方面，人們在瓦子聽說書，經常出入正店(酒樓)。 

13. （  ）一位讀書人說道：「身處這個時代必須體認到一點，

唯有參加科舉考試才能出人頭地，因此許多家族都

盡心盡力培養子弟念書，為的是希望子弟能高中科

舉光耀門楣。」這應該是哪個時代讀書人的寫照？ 

(A)漢朝 (B)北魏 (C)隋朝 (D)宋朝。 

14. （  ）關於北宋和南宋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北宋的開國君主是宋太祖，南宋則是宋高祖 (B)

北宋與南宋時女真族均為強大的外患  (C)北宋的

首都在今日杭州，南宋則在今日開封 (D)北宋與

南宋均有大臣提倡大規模的變法。 

15. （  ）「北宋強調文人政治，為避免武人干政，許多重要

的軍事職務都由文官兼任，並給予文官極大的尊崇

與禮遇。」上文中的措施，最大影響為何？ (A)

宋朝地方藩鎮割據問題嚴重 (B)宋朝的戰鬥力不

足，國勢長期積弱不振 (C)有效防禦周邊外患，

為國家帶來長期和平 (D)武官貪生怕死，國家只

能透過和親來換取和平。 

16.  (  ) 清初為了抵制臺灣的鄭氏政權，在東南沿海實施下

列何種政策？ (A)鎖國政策 (B)海禁政策 (C)強

幹弱枝政策 (D)門戶開放政策 

17. （  ）宋朝與明朝均有賢臣針對朝政弊病推行變法或改

革。請問：關於這兩者的共同之處，下列何者正確？ 

(A)兩者改革均引發了官員間的黨爭  (B)兩者均

強調應將賦稅與力役合併徵銀  (C)兩者的改革均

重視財政問題的解決  (D)兩者的改革均相當成

功，且後繼有人。 

18. （  ）幾位同學陳述明清時代的對外貿易，以下何者的說

明符合史實？ (A)炳憲：「明初與清初皆頒布海

禁令，分別是為了對付倭寇與鄭氏。」 (B)駿宏：

「明清時隨著對外貿易展開，白銀大量流出海外。」 

(C)毅恆：「明成祖曾派遣官員率領艦隊下西洋，

最遠到美洲西岸。」 (D)家茂：「明帝國自以為

是天朝，不願開放貿易，周邊國家多與中國進行走

私貿易。」 

19.  (  ) 元朝曾於全國各地廣設某種機構，對歐亞貿易與貨

物流通貢獻良多。請問這個機構應為下列何者？(A)

夜市 (B)洋行 (C)驛站 (D)郊行 

20. （  ）明朝中葉以後哪些糧食作物自美洲傳入中國，耐旱

多產、容易種植，舒緩了因人口增加而產生的糧食

問題？ (甲)小米 (乙)番薯 (丙)小麥 (丁)玉米 

(戊)馬鈴薯  (A)甲乙丁  (B)乙丙丁  (C)乙丁戊  

(D)丙丁戊。 

21. （  ）元朝統治後期，政局紛擾不斷，民間也怨聲載道，

最後帝國走向滅亡的道路。請問：文中指的「政局

紛擾不斷」，不包括下列何者？ (A)帝位紛爭不

斷 (B)政府財政紊亂 (C)貴族貪汙腐化 (D)爆

發新舊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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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附圖是歷史電玩遊戲――英雄爭霸的畫面。玩家可

以選擇其中一個

國家來進行遊

戲。豈豪選擇「甲」

作為自己的角

色。請問：根據遊

戲中呈現的形勢

來判斷，豈豪的角

色應是下列何

者？ (A)東晉 

(B)吳國 (C)北

宋 (D)南宋。 

23. （  ）北宋某位君主說道：「現今我們的局勢如此危殆，

尤其是北方從開國初期就一直困擾著我們的民

族，我們倒不如聯合東北的新興民族來消滅此一民

族，豈不更好！」請問：這番話的主要政策為何？ 

(A)聯金滅遼 (B)聯蒙古滅金 (C)聯西夏滅金 

(D)聯蒙古滅遼。 

24. （  ）「他出身農家，成為皇帝後重視民生與吏治；然性

格多疑，屢興文字獄殺害功臣，以廷杖羞辱大臣。

為防範蒙古人復國，分封諸子為王鎮守各地，導致

日後引發一場叔姪廝殺的亂事。」上述資料是在形

容何人？ (A)宋太祖 (B)元世祖 (C)明太祖 

(D)清聖祖。 

25. （  ）電視臺拍攝《康熙王朝》電視劇，下列哪一項內容

適合放入劇情中？ (A)率領女真建國，起兵叛明 

(B)改國號為清，改族名為滿洲 (C)平定三藩之

亂，攻克臺灣 (D)平定臺灣林爽文事件 

26. （  ）約翰是一個英國商人，從事國際貿易，在清乾隆末

年前往中國經商，他的商船只能到達哪一處港口通

商？  (A)天津  (B)廣州  (C)上海  (D)泉州 

27. （  ） 觀察中國歷屆朝代的興衰，都有些相似的因素。

漢、唐、明三朝的衰亡都與下列哪一因素有關？ 

(A)外患入侵 (B)宗室之亂 (C)宦官亂政 (D)

藩鎮叛變。 

28. （  ）附表是國家和將其滅亡國家的表格整理。請問：其

中哪個選項不正確？ 

(A) 北宋→金國 

(B) 南宋→蒙古 

(C) 金國→西夏 

(D) 遼國→金國  
29. （  ）冠廷搭乘時光機到清朝，他花了一段時間觀察當時

的科舉體制及其影響，回到現代後，將這些見聞寫

在日記上。請問：日記最可能會出現哪一段文字？ 

(A)為了考上科舉，士人苦讀「三玄」與《四書集

注》 (B)許多家長請老師教兒子如何寫詩詞，以

便因應科舉 (C)通過科舉考試也沒有太多福利，

還是得納稅與服役 (D)士紳階級在生活儀制、服

飾裝扮與一般老百姓不同。 

30. （  ）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主角之一喬峰，是個武林蓋

世的英雄，他後來發現自己是契丹人，被中原武林

同道唾棄。離開中原後，在遼國曾與君主耶律洪基

結為兄弟，也曾立下大功，被封為南院大王。請問：

這個小說的背景應在下列哪個時期？ (A)隋唐時

期 (B)北宋時期 (C)南宋時期 (D)元朝。 

31. （  ）唐代與宋代的國際貿易、國內經濟都很發達。關於

這兩個時期商業發展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都有設立市舶司 (B)都實施坊市分離制度 

(C)均有商幫的組織 (D)兩朝都開始使用紙幣。 

32. （  ）清初陸續平定叛亂、取得土地，一步步完成國家的

統一。請將下列事件依時間順序排列： (甲)平定

三藩之亂 (乙)入山海關、進占北京 (丙)攻克臺灣 

(丁)消滅南明政權  (A)甲丙乙丁  (B)乙丁甲丙  

(C)丙甲丁乙  (D)丁甲乙丙。 

33. （  ）北宋一場對抗外族的戰爭中，皇帝登上前線城樓督

戰，結果「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

最後交戰雙方達成停戰協議，北宋給予對方歲幣以

換取和平。請問：關於此場戰役的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A)交戰雙方是北宋與金國  (B)皇帝登

上的門樓應位於當時的澶淵  (C)親自督戰的皇帝

為宋太祖  (D)盟約簽訂不久，雙方立刻又陷入戰

爭狀態。 

34. （  ）科舉制度始創於隋朝，唐朝時有顯著發展，宋朝時

制度愈趨完備。請問：關於唐宋兩朝科舉制度之比

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唐朝科舉的錄取名

額較宋朝為多  (B)宋朝科舉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

動  (C)宋朝科舉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的現象 (D)唐朝科舉較公平，有彌封等措施。 

35. （  ）某文獻詳載宋元時期的科技成就，內文可能出現以

下哪一項敘述？ (A)火藥自唐末開始用於戰爭，

宋朝是常見的武器，後由阿拉伯人傳至歐洲 (B)

宋人司馬光著有《夢溪筆談》這本科技類著作 (C)

指南針在宋朝普遍用於航海，後由蒙古人傳到歐洲 

(D)北宋發明活字版印刷術，使書籍的流通更加普

及。 

36. （  ）這本書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記述戰國至五代

的史事。作者與多人合編，先寫成草稿，進行考異

與刪定，最後由作者成書，全書取材豐富且史料價

值高。關於這本書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此書完成於明代 (B)這本書作者為司馬遷 (C)

這本書為《史記》 (D)內容按照年代編寫。 

37. （  ）明代中期之後，內政與外患問題日漸嚴重，加上有

些皇帝時常不上朝，造成政局敗壞，讓國家逐漸走

向滅亡。請問：這些問題不包括下列何者？ (A)

新舊黨爭的衝突 (B)宦官弄權的亂象 (C)北方

外族的長期威脅 (D)流寇與倭寇問題嚴重。 

38. （  ）老胡參加了一場史學研討會，研討會的內容主要是

在討論張騫、玄奘、鄭和、利瑪竇等人的事蹟。請

問：這場研討會主題應該是下列何者？ (A)史學

名著欣賞 (B)科技的發展 (C)中外文化的交流 

(D)宗教的發展。 

39.  (  ) 「此一朝代版圖遼闊，境內民族複雜，蒙古、女真、

契丹、高麗、漢族等族雜居。再加上先前的軍事行

動，曾經遠達西亞、歐洲，帶回突厥、波斯、斡羅

斯(俄羅斯)及東歐各族人士。上述情況使得此朝代

族群繁多，遠遠超過其他時期，在中國史上可謂獨

一無二。」此一朝代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漢朝 

(B)唐朝 (C)元朝 (D)清朝 

40. （  ）朱熹談道：「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

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知其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

其極。」請問：關於朱熹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為宋朝大儒者  (B)將理學發展成更有系統的思想

體系  (C)以《老子》、《莊子》、《易經》三書

作為理論依據  (D)所著之《四書集注》為元朝科

舉考試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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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每題 2分) 
 

(一)高崇是明朝人，通過科舉制度中最後一個階段的考試

後，被分發到河北某縣當官，工作穩定後，他開始培養

收藏精美瓷器的嗜好，隨著城市印刷產業的發達，市面

上流通許多小說，他認為閱讀小說有助於了解社會脈

動，因此也收集了不少版本。請問： 

41.文中提及的「最後一個階段考試」，應是指下列何者？ 

(A)會試 (B)殿試 (C)童試 (D)鄉試。 

42.為了收集精美的瓷器，高崇最可能派人前往下列哪一個

地方進行採購？ (A)江西景德鎮 (B)江蘇盛澤鎮 

(C)河南開封府 (D)四川成都府。 

43.高崇收集的小說中，最不可能出現下列哪一部？ (A)

《水滸傳》 (B)《西遊記》 (C)《紅樓夢》 (D)《三

國演義》。 

 

 

 

(二)中國史上某個朝代不但在北方築起了長城，與游牧民族

畫清界限，海路方面也嚴格執行朝貢貿易的原則，建立與各

國的關係。請問： 

 

44.由上文判斷，這最有可能是下列哪個朝代？ (A)秦朝 

(B)漢朝 (C)宋朝 (D)明朝。 

45.這個朝代最早在北方修築長城的皇帝，是下列何者？ 

(A)明太祖 (B)明成祖 (C)明神宗 (D)明思宗。 

46.下列關於朝貢貿易的敘述，何者正確？ (A)簽訂合約，

雙方平等互惠貿易 (B)只有接受中國冊封，才能以進

貢的名義通商 (C)自願成為中國藩屬，才能平等通商

貿易 (D)只有中國沒有生產的商品，才能朝貢到中國。 

 

 

(三)沈括是北宋人，仁宗年間考上進士，被分發到地方上任

官。英宗年間他被調入京城，負責編校昭文館書籍。神宗時

面臨嚴重的財政問題，宰相因此推動變法，沈括認同宰相的

作為，先後在其領導下擔任軍器監、三司使等職務。熙寧年

間，沈括以國家特使的身分出使北方主要敵國，就兩國劃界

之事進行交涉，圓滿達成任務。但數年後，沈括因對外戰爭

失敗而被貶職。晚年，沈括搬到鎮江定居，在此完成一部有

關自然科學的著述，其中包括當代人士發明的活字版印刷

術。請回答下列問題： 

 

47.神宗年間因財政問題而推動變法，下列何者不是造成此

一問題的原因？  (A)冗官數量過多  (B)歲幣造成財

政困擾  (C)軍隊人數不斷增加  (D)節度使割據各地。 

48.文中提到的「宰相」，應是下列哪一位歷史人物？  (A)

王安石 (B)秦檜 (C)朱熹 (D)司馬光。 

49.沈括出使的北方主要敵國，其國號應是下列何者？ (A)

西夏 (B)遼 (C)元 (D)清。 

50.沈括搬到鎮江定居後，完成以下哪一部有關自然科學的

著述？ (A)《資治通鑑》 (B)《夢溪筆談》 (C)《傷

寒雜病論》 (D)《四書集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