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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田尾國中 112學年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二年級歷史科試題卷 

一、單選題:每題 2分，共 50題，總分 100分                 班    號姓名

1. (   )清朝嘉慶年間，英國商人傑克來到中國採買

著名的南京絲，但他只能在哪個城市進行貿易？ 

(A)廣州 (B)上海 (C)天津 (D)北京 

2.  (   )1860 年前後，英國曾為了增設通商口岸，並

處理中英懸而未決的貿易問題，向中國提出要求卻

被中國拒絕。無計可施的英國最後只好藉機發動戰

爭，迫使中國處理貿易問題。請問：該場戰爭是下

列何者？ (Ａ)鴉片戰爭 (Ｂ)英法聯軍 (Ｃ)

甲午戰爭 (Ｄ)八國聯軍 

3. (   )表(一)是 1823～1839 年間，中國白銀出口兩

數及白銀兌換的錢數。請問：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為何？  (Ａ)英國為平衡貿易逆差，大量輸入鴉片，

造成白銀外流 (Ｂ)鴉片合法化，造成鴉片大量輸

入，銀漏於外 (Ｃ)五口通商以後，外國入華朝貢

盛，造成銀漏於外的結果 (Ｄ)外人得在口岸設廠

製造，大賺中國白銀出口，造成銀貴錢賤的現象 

表(一) 

4. (   )有一位臣子上書給皇帝：「鴉片流毒於天下，

則危害甚巨，……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

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皇帝因而派他到廣州

查禁鴉片。請問：上文應是哪位臣子的上書？ (Ａ)

李鴻章 (Ｂ)奕訢 (Ｃ)林則徐 (Ｄ)曾國藩 

5. (   )西元 1997 年，在一場典禮中，英國查爾斯王

子說：「這一重要而特殊的儀式標誌著香港在一百

五十多年的英國統治之後，交還給中國。」請問：

英國是因哪一個條約而取得香港？ (Ａ)《北京條

約》 (Ｂ)《天津條約》 (Ｃ)《南京條約》 (Ｄ)

《馬關條約》 

6. (   ) 二十世紀初期，一位名叫林謀昌的臺灣人，

在福建因為商業訴訟糾紛遭到清朝官吏逮捕、監禁。

此事引起日本政府的抗議，並依據與清朝簽訂的條

約規定：「日本臣民在中國境內的訴訟，皆由日本派

官吏調查、審理，與中國官員無關。」要求釋放林

謀昌。上述日本政府援引的條約內容，顯示日本擁

有下列哪一特殊待遇？ (A)協定關稅 (B)設立

租界 (C)片面最惠國待遇 (D)領事裁判權 

7. (   ) 1882 年底，日本東京銀座的大道上設立了全

日本的第一座路燈，吸引無數群眾聚集。設立電燈，

代表日本走向了現代化；設立電燈，也代表著東京

的銀座正式成為「不夜之城」。請問：當時日本正在

推動何項運動？ (Ａ)自強運動 (Ｂ)大化革新 

(Ｃ)百日維新 (Ｄ)明治維新 

8. (   )日本在同治年間因哪個事件出兵臺灣，暴露

出它對臺灣領土的野心？ (A)霧社事件 (B)鴉

片戰爭 (C)牡丹社事件 (D)清法戰爭 

9. (   )清末推行自強運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當

時成立的第一個新機構。該機構最初設立的目的最

可能為下列何者？(Ａ)裁決司法案件(Ｂ)籌辦議

會政治(Ｃ)辦理外交事宜(Ｄ)籠絡境內民族 

10. (   )光緒 20 年，清廷與日本為了朝鮮問題，爆

發甲午戰爭。請問，「朝鮮」位於圖(一)中何地？ (A)

甲 (B)乙 (C)丙 (D)丁 

       圖(一) 

11. (   )今日臺灣很多老一輩的人，多受過日本的統

治，這是因為哪一場戰爭的影響？ (Ａ)鴉片戰爭 

(Ｂ)英法聯軍 (Ｃ)甲午戰爭 (Ｄ)八國聯軍 

12. (   )日本經維新之後成為對外侵略性強國，其向

外擴展路線依序為何？ (Ａ)併琉球→犯臺灣→

取朝鮮 (Ｂ)併琉球→取朝鮮→犯臺灣 (Ｃ)取

朝鮮→併琉球→犯臺灣 (Ｄ)犯臺灣→併琉球→

取朝鮮 

13. (   )西元 1898 年某日的號外響徹街頭，號外上

用聳動的標題寫著：「老佛爺重行視事，皇帝被幽禁

於瀛臺，康梁已不見蹤影，朝廷全力緝拿中……。」

請問：此份號外的內容所指何事？ (Ａ)自強運動 

(Ｂ)百日維新 (Ｃ)戊戌變法 (Ｄ)戊戌政變 

14. (   )甲午戰爭後的這場改革，其實已經突破過去

三十年純以器物為調的表面敷衍，但終究還是以失

敗告終，中國想要圖強，必須從更根本的思想層面

做革新才行。請問：這場改革所指為何？ (Ａ)自

強運動 (Ｂ)百日維新 (Ｃ)戊戌政變 (Ｄ)庚

子後新政 

15. (   )考試成績出爐，阿威興奮的又叫又跳，阿威

靠著優異的成績得以進入□就讀，阿威的爺爺開心

的說：「我孫子可是進了以前的京師大學堂讀書

呀！」請問：阿威應該是錄取哪間學校了？ (Ａ)

臺灣大學 (Ｂ)臺北大學 (Ｃ)清華大學 (Ｄ)

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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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顧愷之所畫的〈女史箴圖〉現存於大英博物

館，此畫為英國侵華時自中國宮廷中攫取的國寶，

就歷史發展的過程研判，英國最有可能在何時取得

此畫？ (Ａ)西元  17  世紀 (Ｂ)西元  18  世紀 

(Ｃ)西元 19 世紀 (Ｄ)西元 20 世紀 

17. (   )以下是清末文人對某事件的描述：「當時在

官府的默許下，群眾進入天津租界，縱火焚燒教堂、

房屋，於是各街市店舖有販售洋貨者，皆用紅紙將

招牌上的『洋』字糊上，以防群眾焚掠。即便是一

般家庭日用之物，如洋燈、鐘錶等類，也都掩藏不

敢使用。」根據上文判斷，此事件最可能是下列何

者？ (Ａ)鴉片戰爭 (Ｂ)英法聯軍 (Ｃ)義和

團事件 (Ｄ)甲午戰爭 

18. (   )曾有新聞報導，臺灣的清華大學每年依然收

到來自百年前庚子賠款的支票，這筆款項是來自美

國決定將《辛丑和約》中清廷尚未付清的賠款全數

退回，並作為教育基金，利用該筆基金創辦清華大

學的前身「清華園」。請問：上文中清華大學每年所

收到的款項，是由於哪場戰爭的失利所造成的？ 

(Ａ)八國聯軍 (Ｂ)甲午戰爭 (Ｃ)日俄戰爭 

(Ｄ)鴉片戰爭 

19. (   )因為這場戰爭，讓中國的改革方向有了根本

上的改變，君主立憲的理念蔚為風尚，一時成為朝

野共同追求的目標。請問：上述的戰爭所指為何？ 

(Ａ)英法聯軍 (Ｂ)甲午戰爭 (Ｃ)八國聯軍 

(Ｄ)日俄戰爭 

20. (   ) 圖(二)為清末一位官員與知識分子的談話。

根據內容判斷，這情況應是發生在哪場改革運動？  

(A)自強運動 (B)百日維新 (C)立憲運動 (D)

庚子後新政 

        圖(二) 

21. (   )清末以來的數次改革的結果雖然失敗，但卻

代表著中國在外力欺凌下現代化的過程。若比較清

末的自強運動與百日維新，兩者失敗的共同原因為

何？ (Ａ)政令不斷更改 (Ｂ)守舊派人士的反

對 (Ｃ)外國勢力的干涉 (Ｄ)推動者剛愎自用 

22. (   )中日兩國都曾經閉關自守（鎖國）過，後來

也都因著列強武力的威脅和侵逼而被迫開港通商。

請問：關於中日這方面的歷史，下列的比較說明，

何者敘述錯誤？ (Ａ)英國首先打開中國的門戶，

而美國首先打開日本的門戶 (Ｂ)兩國被迫打開

門戶的時間都是發生在 19 世紀中期左右 (Ｃ)兩

國在外力的衝擊之下開港通商後均立即展開了變

法圖強的改革 (Ｄ)中國第一個改革自強運動，比

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時間要早 

23. (   )蓉蓉參觀鐵道文物展時，看到一塊解說牌如

圖(三)，圖中文字是描述劉銘傳在臺灣的建設成果。

劉銘傳建設臺灣時，中國正在進行哪項改革？  (A)

庚子後新政 (B)立憲運動 (C)戊戌變法 (D)自

強運動 

         圖(三) 

24. (   ) 圖(四)為臺灣郵政總局早年發行的紀念郵

票。（輪船）招商局的成立，代表當時政府除注意改

進國防外，已漸及民生經濟的改革，有意從外人手

中爭回航運權。該局成立於何時？  (A)自強運動

時期 (B)戊戌變法時期 (C)立憲運動時期 (D)

庚子後新政時期 

   圖(四) 

25. (   )洛霖是生活在 19 世紀晚期的上海實業家，他平

常喜好接觸新知。洛霖無法藉由當時出刊的哪項白話報

刊與畫報，得知當時流行的文化？ (A)臺灣民報 

(B)申報 (C)飛影閣畫報 (D)萬國公報 

26. (   )清末時出現一批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子，她們

自詡為新時代新女性。下列敘述何者不可能是她們

的遭遇？ (Ａ)替女兒纏足，以尋求未來嫁入好人

家 (Ｂ)和朋友上西式餐館吃西餐 (Ｃ)到公立

女學堂上課 (Ｄ)抗拒媒妁之言，選擇自由戀愛 

27. (   )杜德是一個美國商人，他在 19 世紀末來到

中國上海做生意。請問：下列何者不是他的遭遇之

一？ (Ａ)街道上有著明亮的霓虹燈 (Ｂ)在租

界租了一棟有自來水系統的房屋 (Ｃ)偶爾和其

他商人一起去欣賞歌劇 (Ｄ)中國都沒有西餐廳

讓他很懷念家鄉菜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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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一位外國旅行者來華時曾提到：「讀到本地

報章報導，中國第一間女學堂終於正式開學。令人

意外的是，儘管招生廣告已經在幾天前發出，但開

學這一天卻是乏人問津。」請判斷這位旅行者，最

可能記錄的年代是？ (Ａ) 17 世紀後期 (Ｂ) 18 

世紀後期 (Ｃ) 19 世紀後期 (Ｄ) 20 世紀後期 

※以下為小玲與同學針對中國歷代選才辦法的討論內

容，請根據其內容回答 29~31 題: 

小玲說：「漢代的選才辦法最好，因為它具有彈性，

地方上名聲良好的子弟也可被推舉到中央。」 

小明說：「魏晉南北朝時，被選拔的人才有社會和家

族的實力，但是由於家世為品評重點，到最後個人

的能力未必可信。」 

小宗說：「隋唐時期以後的選才辦法最公平，即使出

身微寒，也可能仕途亨通、光耀門楣。」 

小莉說：「小宗說得對，但是這種辦法在明清時期愈

來愈僵化，反而可能受限。」 

小真說：「雖然這種辦法在清廷覆亡前正式廢除，不

過，這種選才的辦法已成為中國的傳統。中華民國

的政治分權採取五權分立，有別於西方三權分立，

將考試權獨立出來，便是這種傳統的延伸。」 

（參考資料：高明士，東亞教育史的回顧與展望。） 

29. (   )小玲、小明、小宗提及的選才辦法分別為何？ 

(Ａ)推舉孝廉、科舉制度、九品官人之法 (Ｂ)推

舉孝廉、九品官人之法、科舉制度 (Ｃ)九品官人

之法、科舉制度、推舉孝廉 (Ｄ)九品官人之法、

推舉孝廉、科舉制度 

30. (   )小宗、小莉、小真提及的選才辦法在哪場改

革中廢除？ (Ａ)自強運動 (Ｂ)戊戌變法 (Ｃ)

立憲運動 (Ｄ)庚子後新政 

31. (   )小真的說法反映考試權的獨立性。在我國當

代政府分權中，考試權從何處獨立出來？ (Ａ)行

政權 (Ｂ)立法權 (Ｃ)司法權 (Ｄ)監察權 

 

※請閱讀以下資料，回答 32~36題: 

資料一：「黃土高原為古代中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也

隨之開展，並於秦漢時代定型。秦始皇吞併六國，

奠定了中國的版圖，中國疆域大致確定。秦代過

後，中國文化的方向也隨之確立，儒家成為中國

文化的基本精神。」 

資料二：「佛教自漢代從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後代

又有高僧玄奘前往印度取經，於是佛教漸漸成為

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另外，鄰近中國的越南、日

本、新羅等國在唐代開始大規模效仿中國的漢

字、儒學、佛教、曆法。至宋代，中國的科技也

有傳布，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對歐洲造成劃時

代的影響。」 

資料三：「中國文化到了明清時仍透過傳教士向西傳

布，不過到了清末，中國文化便遭受挑戰。自鴉

片戰爭起，一連串的戰爭與挑戰導致中國的回

應，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於是展開。」 

       （參考資料：錢穆，國史大綱） 

32. (   )綜合以上三段資料，請問小聖的報告主題為

何？ (Ａ)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 (Ｂ)外來文化

對中國的影響 (Ｃ)中國儒家文化的成形 (Ｄ)

中國文化的發展與轉變 

33. (   )小聖欲至資料一提及的古代中國的核心地

區一遊，他會看到什麼樣的地貌？ (Ａ)平原廣大，

物產豐饒 (Ｂ)地勢高，地表崎嶇，寒冷荒涼 (Ｃ)

易受河水侵蝕，導致地勢崎嶇不平 (Ｄ)四周高山

環繞，盆地邊緣多綠洲 

34. (   )由資料一可知中國疆域的確定，與秦始皇吞

併六國有關。秦始皇的這項作為，使「中國」符合

國家組成要素中的哪項？ (Ａ)人民 (Ｂ)領土 

(Ｃ)政府 (Ｄ)主權 

35. (   )資料一中提到：「秦代過後，……儒家成為

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這樣的狀況，可能與何者設

立的選才制度，使得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

主流有關？ (Ａ)秦始皇 (Ｂ)漢武帝 (Ｃ)唐

太宗 (Ｄ)宋太祖 

36. (   )鴉片戰爭後，即有人提出改革的主張，但未

獲重視。直到哪次對外作戰失利後，才體會到西方

船堅炮利，因此展開「自強運動」？ (A)清法戰爭 

(B)甲午戰爭 (C)英法聯軍 (D)八國聯軍 

 

※請閱讀以下文章，回答 37~40題: 

   自古以來，中日關係始終緊密。中國一直是日本

學習的模範與榜樣，舉凡日本的文字、衣冠、宗教、

律令、生活習俗……等無一不受中國，特別是「唐

風」的影響。而中日的歷史發展也有著許多的相似

之處，中國曾經鎖國（閉關自守），後來遭到歐美列

強的侵逼，才打開門戶。由德川幕府家定將軍和美

國將領培里簽定《神奈川條約》。雙方在溝通時，由

日方先翻譯成荷蘭語，美方再從荷蘭語編譯成英文

進行交流。 

    而後日本政府派出成員約有一百多人的岩倉使

節團，在 1871～1873 年之間，從橫濱港出發，前往

美國、歐洲遊歷了十五個國家後回到日本。參訪過

程中見識到西方世界後，使節團成員普遍認為應該

要引進新技術、新思想和新方法，才能使日本趕上

西方國家，最後使節團的意見也被天皇採納，成為

改革中的重要參考。 

37. (   )日本之所以會從鎖國走向開港通商，進而走

向改革之路，起因為何？ (Ａ)受到英國船堅炮利

的威脅，不得已只好開放通商 (Ｂ)受到美國「黑

船事件」的影響，只好結束閉關自守 (Ｃ)受到荷

蘭「蘭學」的啟發，決定放手開放門戶 (Ｄ)受到

法國軍艦的攻擊，逼不得已開港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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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為了應付文中的變局，也就是應付歐美列強

的侵逼以及武力的威脅，日本走向改革之路，走向

學習西方的現代化的道路，此項改革為何？ (Ａ)

大化革新 (Ｂ)自強運動 (Ｃ)明治維新 (Ｄ)

立憲運動 

39. (   )為何幕府能找到精通荷蘭語的翻譯？ (Ａ)

當時世界通用語為荷蘭文 (Ｂ)臨時到歐洲尋找

翻譯 (Ｃ)鎖國時期，仍允許荷蘭人來日貿易 

(Ｄ)當時日人都會說荷蘭語 

40. (   )文中的使節團出訪時是哪位天皇在位期間？ 

(Ａ)孝德天皇 (Ｂ)明治天皇 (Ｃ)大正天皇 

(Ｄ)德仁天皇 

 

※請閱讀以下文章，回答 41~44題: 

資料一：家族是指中國地方上擁有共同祖先、姓氏

相同、聚居一地的人群。一個家族可以涵蓋很多的

家庭，形成聚落，保持團結和互助。然而，年輕一

代的中國人開始從家庭中獨立出來，並把儒家教導

的各種人倫關係，評之為過時和封建。 

資料二：蔣夢麟在《西潮‧新潮》一書中提到「村莊

的情形倒不像我想像中的那樣糟。早年的盜匪之災

已經斂跡，因為老百姓現在已經能夠適應新興的行

業，而且許多人已經到上海謀生去了。上海自工商

業發展以後，已經可以容納不少人。中國一度厭惡

的變革現在已經根深蒂固，無法動搖。而且愈變愈

厲，中國也就身不由己地不斷往前邁進。村裡很多

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廠或機械公司當學徒，他們就了

新行業，賺錢比以前多。現在村子裡種田的人很缺

乏。」 

41. (   )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資料一中年輕人會批

評的舊思想？ (A)個人主義 (B)忠孝節義 (C)

自由思想 (D)男女平等 

42. (   )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蔣夢麟提到改變中國

家族角色的重要背景是？ (A)鴉片戰爭帶來的開

港通商 (B)英法聯軍燒毀北京圓明園 (C)甲午

戰爭打破清朝帝國夢 (D)八國聯軍導致列強在華

劃分勢力範圍 

43. (   )上文中的城市成為通商口岸，與下列哪一場

戰爭有關？ (Ａ)鴉片戰爭 (Ｂ)英法聯軍 (Ｃ)

甲午戰爭 (Ｄ)八國聯軍 

44. (   )博物館中陳列一張 1900 年代的上海老照片。

請問：在該照片中應該不會出現下列哪個物品？ 

(Ａ)汽車 (Ｂ)電燈 (Ｃ)自行車 (Ｄ)電腦 

 

※請閱讀以下文章，回答 45~48題: 

    林樂知等傳教士於 1868 年在上海創辦《萬國公

報》，此刊物對中國近代發展影響深遠。其創立宗旨

為：「本刊是為推廣與泰西各國有關的地理、歷史、

文明、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工業及一般進步知

識的期刊。」此報有助於西方新思潮的引進 、增進

中國一般民眾對公眾事務的關心受到當時許多知識

分子的喜愛，如：李鴻章、孫中山等人，從其在 20

世紀初的發行量高達五萬多份，受歡迎的程度可見

一斑。 

45. (   )上述報紙的發行地，其城市興起與下列何者

有關？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甲午戰

爭 (D)日俄戰爭 

46. (   )上述報紙的發行地，日後出現外商得以在當

地設立工廠的現象，與下列何者有關？ (A)《南京

條約》 (B)《天津條約》 (C)《馬關條約》 (D)

《辛丑和約》 

47. (   )上述刊物及同時期的相關報刊，對當時中國

帶來的影響為下列何者？ (A)促使女性參與政治

普遍受到肯定 (B)重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婚姻 (C)強化家族地位 (D)傳統人倫關係受到

挑戰 

48. (   )下列何者較不可能是當時報導的內容？ 

(Ａ)介紹裹腳的歷史，提倡纏足 (Ｂ)甲午戰爭想

像圖 (Ｃ)日俄戰爭的意見投書 (Ｄ)介紹民主

思潮 

 

※請閱讀以下文章，回答 49~50題: 

   不管是中國或是歐美國家，女權得以提升都是近

代才發生的事情。西方的女權運動是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後才開花結果，英美等國婦女獲得選舉權（參

政權）。中國的女權運動則是在西方思潮的衝擊下，

於清末開花散葉。如果想了解清末女權運動的發展

史，秋瑾的傳記值得參考。 

49. (   )上文中提及的這位女性，下列有關她的事蹟

敘述何者正確？ (Ａ)推崇「男尊女卑」、「三從四

德」、「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 (Ｂ)接受新式教

育，掙脫傳統婚姻束縛 (Ｃ)接受「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和丈夫結婚，永遠依賴丈夫，忠於丈夫 

(Ｄ)反對自由戀愛，也反對離婚，是個女權運動的

反對者 

50. (   )1920 年美國通過《美國憲法》第十九號修

正案，賦予婦女投票權。為慶祝該法案通過 100 周

年，華盛頓特區的博物館透過展覽呈現婦女如何爭

取投票權的故事。上述內容與下列哪一項選舉原則

相關？ (Ａ)普通原則 (Ｂ)平等原則 (Ｃ)直

接原則 (Ｄ)無記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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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ACC  DDCCD 

11、CDDBD  CCADC 

21、BCDAA  ADCBD 

31、ADCBB  CBCCB 

41、BAADA  CDA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