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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選擇題 (每題 4分)  

(    )01、清遜帝溥儀在自己的自傳中道：「有一天在養心殿東暖閣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絹擦著眼。她面

前的紅氈子墊上，跪著一個粗胖的老頭子，也是滿臉淚痕。殿里別無他人，安靜得很。胖老頭抽縮著鼻子，聲響

很大，一邊說著話。再後來太后帶著他舉行最後一次朝見儀式，頒布詔書。那天氣氛很不一樣，滿朝哀戚之色。

但他只想著等一下要去逗蛐蛐玩，完全沒想過大清國在那天之後已經結束了。」請問：上述事件後，中國進入了

何種新局面？ (Ａ)終結兩千多年的帝制 (Ｂ)從此國家主權被少數革命派掌握 (Ｃ)充分鞏固主權在民的立

國宏規 (Ｄ)成為亞洲第一個君主立憲國家。 

(    )02、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也證明了「明治維新」的成功。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帶給中國的影響是什麼？ (Ａ)

臺灣開港通商 (Ｂ)孫中山投身革命 (Ｃ)立憲運動興起 (Ｄ)戊戌變法失敗。 

(    )03、民國初年發表的《共和與君主論》稱：「……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

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中國將來必因總統繼承問題『釀成禍亂』……如一時不即撲滅，或馴至敗壞中國之獨

立……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請問：策畫此篇言論的幕後推手最可能是下列何人？ 

(Ａ)孫中山 (Ｂ)袁世凱 (Ｃ)宋教仁 (Ｄ)溥儀。 

(    )04、電視劇《精武門》打算以民國初期軍閥割據為背景，編劇蒐集了當時的史實如下，其中何者正確？ (Ａ)段祺瑞

曾任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Ｂ)東北地區長期由宋教仁控制 (Ｃ)孫中山曾在北京成立軍政府 (Ｄ)軍閥割據時

期從袁世凱死後開始。 

(    )05、《國父們》一書中敘述：「孫文擅長嘴砲演講煽動人心；黃興擅長軍事；宋教仁擅長組織地下活動策畫行動；汪精

衛擅長寫文章鼓舞人心，這些人在清末策畫了一場又一場的反叛行動，最終在 1911 年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國。

」請問：根據書中內容可得知下列何者？ (Ａ)孫文的貢獻最大 (Ｂ)中華民國的建立是匯集多方力量的結果  

(Ｃ)新中國奠定君主立憲的基礎 (Ｄ)只憑反叛行動就成功建立新中國。 

(    )06、老師講述廣州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事蹟，並提及有一個節日由來就是為了紀念這個歷史事件。請問：該節日為下

列何者？ (Ａ)國慶日 (Ｂ)光復節 (Ｃ)植樹節 (Ｄ)青年節。 

(    )07、某書提及：「清廷想收回民間集資興建鐵路的權利，所以針對民間已投資者提出補償：在湖南、湖北，投資金額

全數償還；在廣東，僅償還 60％，其餘 40％由政府股票支付；在四川，政府僅發給股票。這種處置引起四川士

紳激憤，朝廷為控制騷亂，將部分湖北軍隊調往四川。」上述情況最可能為下列何者的發生提供了機會？ 

         (Ａ)自強運動 (Ｂ)戊戌政變 (Ｃ)武昌起事 (Ｄ)義和團事變。【104 年會考】 

(    )08、民國初年，有位政治人物說：「民國主權，本於國民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

統自無討論餘地。」引起當時輿論猛烈批評。這段話出現的背景，與下列哪一件史實有關？〔94.第二次基測修

訂〕 (Ａ)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Ｂ)袁世凱謀畫帝制 (Ｃ)溥儀退位 (Ｄ)蔣中正率軍北伐。 

(    )09、小智在清代歷史劇中看到以下劇情：宣統皇帝悶悶不樂坐在一旁，旁邊的太監七嘴八舌說道：「怎麼樣也想不到

他竟然會狠下心腸把咱們主子拉下臺，當年老佛爺（慈禧太后）多麼倚重他呀，給他練新軍，讓他變成滿清最有

軍權的人，結果他竟然夥同革命黨，背叛了大皇帝。」請問：上述太監討論的人物是誰？ (Ａ)孫中山 (Ｂ)

康有為 (Ｃ)李鴻章 (Ｄ)袁世凱。 

(    )10、民國初年，在日本以「帝國政府將執行必要之手段」脅迫下，政府同意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大部分條

款，消息傳出，舉國震怒。上述事件被稱為何？ (Ａ)五九國恥 (Ｂ)靖康之禍 (Ｃ)義和團事件 (Ｄ)五四運

動。 

(    )11、日本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是因為當時國際正處於哪一場戰爭中，列強無暇干涉東亞情勢？ (Ａ)清法

戰爭 (Ｂ)日俄戰爭 (Ｃ)第一次世界大戰 (Ｄ)第二次世界大戰。 

(    )12、甲午戰爭後，列強紛紛在中國奠定勢力範圍，其中山東的權益由下列哪個國家取得？ (Ａ)法國 (Ｂ)英國     

(Ｃ)德國 (Ｄ)美國。            

(    )13、中國近代某一文章提到：「政府假借預備立憲的美名卻實行中央集權，假借推行新政卻搜刮民間錢財，對外則割

讓土地，並出賣採礦權與鐵路經營權。人民反對政策，可能會被處死；如果人民自己出錢出力興修鐵路，又會被

官方沒收。政府應該要保護人民，結果人民反而受到政府的傷害，如此不顧人民生命、財產的政府，誰還能忍受

呢！」上文的主要訴求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因對外戰爭受到挫敗，提倡學習西方的軍事及工業技術 (Ｂ)

推動制度層面的改革，以解決自強運動改革不彰的問題 (Ｃ)對改革結果感到失望，體認到革命也是救國的途徑

之一 (Ｄ)宣導中國人應採君主制度，全面排除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改寫自 111 年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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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身為國務總理的他為了達成擴張自身武力的目的，另立國會，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請問：上文中的國務

總理是何人？ (Ａ)袁世凱 (Ｂ)段祺瑞 (Ｃ)孫中山 (Ｄ)張作霖。 

(    )15、附表甲、乙分別為兩個時期官方所頒行的學校行事曆，每逢表中所列的紀念日，學校須為學生講述相關歷史，來

養成愛國心。由甲到乙的轉變，主要受到下列哪一事件的影響？ 

甲 

紀念日： 

皇帝壽誕、皇太后壽誕、孔子生

日、頒詔預備立憲、停科舉、各

省諮議局成立 

國恥紀念日： 

甲午對日本戰敗、庚子聯軍入京 

 
事
件  

乙 

紀念日：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使全國南

北統一、孫文被舉為臨時大總統、

宣統帝退位 

國恥紀念日： 

甲午對日本戰敗、庚子聯軍入京 

           (Ａ)辛亥革命 (Ｂ)戊戌變法 (Ｃ)自強運動 (Ｄ)馬關條約的簽訂。 

(    )16、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南北政權對峙的狀態，例如民國初年，就曾出現南北分裂的局面，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為何？ (Ａ)因為孫中山反對袁世凱的洪憲帝制 (Ｂ)因為擁戴段祺瑞的軍閥宣告獨立 (Ｃ)因為張作霖掌握

北京政局 (Ｄ)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孫中山號召護法，在廣州成立軍政府。 

(    )17、清末至民初，中國曾歷經多次涵蓋不同層面變法圖強。附表中關於各變法的層面分析，何者正確？ 

 名稱 層面 

甲 自強運動 制度 

乙 戊戌變法 器物 

丙 立憲運動 思想文化 

丁 新文化運動 思想文化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    )18、小明在舊書攤尋寶，無意間找到第一期的《青年雜誌》，上面竟然還有主編的親筆簽名，讓小明欣喜若狂。請問：

書上的簽名可能為何？ (Ａ)陳獨秀 (Ｂ)蔡元培 (Ｃ)胡適 (Ｄ)魯迅。 

(    )19、張小華在西元 1919 年時就讀北京大學，他平常關心時事，並熱心參與愛國活動。請問：在當時他可能參加下列

哪項活動？ (Ａ)立憲運動 (Ｂ)武昌起事 (Ｃ)五四運動 (Ｄ)八年抗戰。 

(    )20、傳統中國對於女權是壓抑以及忽視的，在父權社會下，女性的地位始終不如男性，最早直到何時這種現象才有所

改善？ (Ａ)明末清初 (Ｂ)盛清時期 (Ｃ)清末民初 (Ｄ)軍閥亂政時期後。 

(    )21、老師上課要同學列舉民國初年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的觀念。請問：下列何者描述不恰當？ (Ａ)提倡婦女接受

新式教育 (Ｂ)宣揚「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振興女權 (Ｃ)主張男女平等 (Ｄ)嘗試戀愛結婚，勇敢追求愛

情。 

(    )22、新文化運動時期，有些知識分子主張將□□視為一個完整個體，尊重其自由意志和自由，將他們視為一個完整的

人，保障應有的各種權利。在這個階段，專門為了□□創辦的刊物、文章也開始出現，也出現各種針對□□新興

研究。請問：上文中缺空處應填入下列何者？ (Ａ)兒童 (Ｂ)師長 (Ｃ)男性 (Ｄ)奴隸。 

(    )23、某人認為「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當此過渡時期，唯有先廢

漢字，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請問：這段言論，最有可能出現於下列哪一時代的中國呢？ (Ａ)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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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Ｂ) 1860 年代 (Ｃ) 1910 年代 (Ｄ) 1960 年代。 

(    )24、幾位同學針對民國初年的軍閥亂政時期做討論，何者說法正確？ (Ａ)從袁世凱掌權開始，軍閥亂政的情況就已

經存在了 (Ｂ)袁世凱死後，軍閥囂張的氣焰一時因群龍無首而被壓抑 (Ｃ)直到孫中山逝世，軍閥又開始各自

為政，割據一方 (Ｄ)各地軍閥經常依附列強，多以武力解決衝突。 

(    )25、小毛收集甲午戰爭、牡丹社事件、五九國恥等史事資料，發現這些史事均與何國的侵略有關？ (Ａ)俄國 (Ｂ)

日本 (Ｃ)英國 (Ｄ)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