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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占 72分）  

一、單選題（占 60分）  

說明：第1題至第30題，每題2分。 

1. 新北市金瓜石的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立有一面紀念牆，上面刻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拘

留在此的盟軍戰俘姓名與國籍。這些戰俘中，許多是紐西蘭及加拿大軍人。他們的國家並

未遭到日軍攻擊，卻仍參戰，其原因為何？ 

(A)受雇到海外作戰的傭兵 (B)由大英國協動員的軍隊  

(C)反法西斯主義的志願軍  (D)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成員  

2. 一部古代地理書描述某項大型公共工程：「西通河洛，南達江淮」，而中國東南地區「運漕

商旅，往來不絕」。現代學者引此來論證交通建設對國家之盛衰，地方之開發與民生之調

濟等，發揮莫大作用。上述地理書所指公共工程應是： 

(A)秦漢的馳道 (B)隋唐的運河 (C)宋元的港埠 (D)明清的驛站 

3. 1604年，義大利籍耶穌會士諾比利抵達南亞某國。在傳教過程中，他打扮成當地苦行僧的

模樣，仿效其舉止。他學會一些當地語言，並以之撰寫書籍來詮釋基督教。他盡可能尊重

當地風俗，允許保留當地社會的習慣，如：束髮、裹紗、額記、淨禮等。諾比利這些作為

最可能的目的為何？ 

(A)執行羅馬教廷的傳教指示  (B)利用當地信仰詮釋基督教 

(C)嚮往當地社會的風俗習慣  (D)吸收信徒的一種適應措施  

4. 一部中國醫學史的作者說明其撰書動機：本書目的在宣揚文化、提倡科學、整理國故、復

興民族；由神祇的醫學進而為實驗的醫學，由玄學的醫學進而為科學的醫學。依據上述，

可以推斷這部書最早的寫作年代可能在：  

(A)1860年代，自強運動時期  (B)1900年代，戊戌變法之後 

(C)1930年代，五四運動之後  (D)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時  

5. 清代臺灣不同祖籍的移民之間常有對立，但有學者認為清中葉以後，臺灣鄉村的「某種場

所」負擔起整合鄉莊社會的任務，使臺灣漢人社會從傳統的祖籍分類意識中解放出來，在

新的移民環境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以下哪種場所符合這位學者的主張？  

(A)寺廟，移民透過共同信仰彼此認同  (B)縣衙，移民透過司法形成公民社會  

(C)會館，移民透過同鄉組織互助合作  (D)書院，透過國民教育形成國家認同  

6. 右圖是1835年某地出版的一本語言教材，收錄有372個常用詞條，大多數來自英語，少數

來自葡萄牙語、瑞典語、馬來語和印度語。這本書最可能

是供何地的商人學習外語之用？ 

(A)淡水  

(B)上海 

(C)廣州  

(D)廈門 

 

 

 

7. 以下是一段有關古代希臘宗教的敘述：希臘人崇拜眾多神祇，他們向神尋求支持與忠告。

為了獲得諸神庇佑，他們經常以動物或農產品來祭祀，深信「我敬獻神，神也會回報予我」。

另一方面，宗教和城邦的政治生活息息相關，城邦許多節慶源自宗教習俗，而參與祭祀活

動強化了公民對城邦的認同感。根據前述，古希臘宗教的特色為：  

(A)兼具公共性和功利性 (B)強調單一神祇的信仰  

(C)具有嚴密的宗教組織  (D)以個人的救贖為目的  



112年分科 第 2 頁 

歷史考科  共 7 頁 

 - 2 - 

請記得在答題卷簽名欄位以正楷簽全名 

8. 十八世紀末期，有些英國消費者在了解自己可能成為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幫兇後，發起抵

制購買某種商品的運動，間接成為廢除奴隸買賣的推手。這項商品最可能是：  

(A)稻米 (B)茶葉 (C)香料 (D)蔗糖 

9. 某一時期，臺灣總督府實施「輸出入品等臨時措置法」，進行統一管理貿易；其後，為實現

「生產力擴充五年計畫」，又嚴格管制臺灣的鋼鐵、機械、輕金屬等的製造、販賣。臺灣總

督府祭出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應是：  

(A)防止臺灣人的武裝抗日活動，減少其武器供應  

(B)避免臺灣工業化後與日本競爭，故控制其生產  

(C)因應中日戰爭爆發，實施戰時體制的物資管制 

(D)致力臺灣資本主義的開發，促進殖民地現代化  

10. 右圖是一幅明末的人像畫。這派畫家描繪人物的面容，個個躍然紙上，性格突出，儀態逼

真。他們對疏朗鬚髮的處理，面痣、雀斑質感的描繪刻畫入微；對老

人的龍鍾老態、雞皮鶴髮，更描寫得栩栩如生。這種畫法和傳統文人

畫以簡單寫意和勾勒線條為主的特色不同。這種轉變形成的背景為

何？ 

(A)考證學風興起，講求實事求是  

(B)命相風氣流行，重視面容細節  

(C)商業社會出現，瀰漫現實精神 

(D)西洋畫風影響，展現寫實技巧 

 

11. 1980年代香港發展為重要金融及證券交易中心，證券經紀人、保險掮客、商人與銀行家在

此聚集。他們十分活躍，與世界各地聯繫密切，討論匯率、指數等問題。這種情況與下列

何者最相關？ 

(A)中國改革開放，需透過香港取得資金  (B)倫敦經濟蕭條，金融中心轉移至香港  

(C)九七大限將至，英國政府欲改造香港  (D)美中關係緊張，商人將資金撤往香港  

12. 歷史課堂上，老師要求學生以「某一場衝突」為主題作報告，學生根據探究主題找到兩則

資料，都是淡水英國領事館周知在臺英國僑民的通告： 

通告一：清朝官員同意重開基隆煤務局，但該官員表示，依目前基隆的情勢，可能無法立

即開始採礦作業。 

通告二：本館頃接臺北同知諭令，希望勒束英僑，暫時勿到鄉下旅行，以策安全。  

從兩則資料內容判斷，「某一場衝突」最可能是指：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中法戰爭 (D)甲午戰爭 

13. 學者描述某地區的歷史與人口結構發展：該地見證了華人的快速遷入。華人不見得都在礦

場或都市生活，許多人種稻、種菜，或者經營小橡膠園。外來人中還有來自印度與斯里蘭

卡的勞工，他們或為契約工人，或者擔任公務人員；也有來自蘇門答臘與爪哇的移民，但

比不上華人與印度人的增加。依據你的歷史知識，某地區最可能是： 

(A)馬來半島 (B)澳大利亞 (C)美國加州 (D)非洲東部 

14. 一位歷史家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英國女權的影響：這次戰爭的經驗，證明女性在工作上

取代男性是完全可能，現代科技使得純粹運用體力從事工業方面的工作，不像過去那麼重

要。在此脈絡下，這位史家指出：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婦女獲得權利的象徵

是 （甲） 。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婦女爭取權利的象徵乃是  （乙） 。 

(A)甲：投票權；乙：同工同酬權   

(B)甲：離婚權；乙：子女撫養權  

(C)甲：墮胎權；乙：身體自主權   

(D)甲：工作權；乙：婦女參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