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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段考國二歷史科試題卷 

 範圍： L5、L6  命題教師：陳佳如  審題教師：呂嘉凌 

1. 約翰是 18 世紀的英國貿易商，他抱怨著：「在中國做生意很麻煩，不能直接跟官方往來，只能

透過□□交易，十分不便！」請問「□□指的是何種機構？   

(A)郊商  (B)洋行  (C)會館  (D)公行 

2. 「在中國走私鴉片，不但會導致白銀嚴重外流，亦會影響人民身心健康，因此，一定要禁止鴉

片在中國流通與販賣。」請問：以上談話最可能出哪一位清朝官員？ 

(A)李鴻章  (B)沈葆楨  (C)劉銘傳  (D)林則徐  

3. 鴉片戰爭是清末西方勢力入侵的第一場戰役，請問：此戰發生的主要原因為何？ 

(A)讓中國見識西方的船堅炮利   

(B)為保障英國在中國的商務利益   

(C)英國介入皇位繼承幟廷政爭   

(D)為擴張英國在亞洲的領土疆界 

4. 右圖是某一港口附近的各國商館平面示圖，根據圖中 

內容判斷，此一港口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17 世紀後期的長崎 

(B)18 世紀前期的香港 

(C)18 世紀後期的安平 

(D)19 世紀前期的廣州 

5. 有一份清代督導的簽呈記述著：「這些寄宿孩童，滿口洋文，穿起洋服，甚至連辮子都剪了，

真是數典忘祖。」此後，清廷更將留美的學生全數召回。請問：清代官派幼童留美最早可追溯

至下列何者？   

(A)清初傳教士推薦出國   

(B)咸豐皇帝的鼓勵提倡   

(C)鴉片戰爭後興起留學風潮   

(D)自強運動的推行政策之一 

6. 以下是晚清四個不同時期的官員，敘述各自當時的局勢，請問：若依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何者

正確？ 

  甲：「洋人槍炮彈藥確實厲，我們應仿效其器物技藝才能富強。」 

  乙：「洋人首次入侵，沿海相繼失守，我們戰敗在南京簽約求和。」 

  丙：「日本之所以戰勝此戰爭，是因君主立憲，這非常值得借鏡。」 

  丁：「紫禁城發生政變，皇帝被軟禁，大肆逮捕參與推動改革者。」 

(A)甲丁乙丙  (B)乙甲丁丙  (C)乙丙甲丁  (D)丙甲丁乙 

7. 清末，茶館裡鐘國和志龍正討論時局，如圖（二）， 

由內容可知鐘國和志龍所討論的是哪一場戰爭？   

(A)日俄戰爭   

(B)清法戰爭   

(C)甲午戰爭   

(D)英法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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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電影《末代武士》中，提及日本因推動現代化改革，傳統文化面臨的一些衝擊，但也使日本成

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請問：電影中促成改革的領導人物應該是下列何者？ 

(A)成吉思汗  (B)光緒皇帝  (C)明治天皇  (D)後藤新平 

9. 老師在黑板上書寫中國與某國簽訂條約的內容： 

  (一)賠款二千一百萬銀圓 

  (二)割讓香港           南京條約 

  (三)開放五口通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 

請問：這是因為清末哪一場戰爭的失敗所簽訂的？   

(A)甲午戰爭  (B)英法聯軍  (C)鴉片戰爭  (D)八國聯軍 

10. 自強運動期間，李鴻章曾上奏：「中國向來使用的弓、矛、不敵西方後槍膛的來福槍；駕馭的

帆船、舟楫，不敵西方的輪機兵船……。」由上文可知，李鴻章認為中國在哪一方面不如西方

人，需進行改革？ (A)器物層面  (B)制度層面  (C)文化層面  (D)法律層面。 

11. 右圖呈現的是某地不同時期統治者的 

演變情況，此地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琉球  (B)香港   

(C)澳門  (D)臺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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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各街市店鋪有販售洋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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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事變  (D)太平天國起事 

13.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華燈起，樂聲響 歌舞昇平……。」這首歌在形容上海的

夜生活，該城市開始「華燈起」、進入電燈時代是在何時？   

(A)17 世紀後期  (B)18 世紀後期  (C)19 世紀後期  (D)20 世紀後期 

14. 小智想要了解近代中國報刊雜誌的開端，他找了很多資料，這才發現 19 世紀中期，最早在中

國辦報的是下列何種人物？  (A)外商  (B)買辦  (C)傳教士  (D)留學生 

15. 晚清時期，西方人在中國創辦報刊雜誌，有助於西方新思潮的引進；受期影響，中國人也開始

自辦報刊，且在哪一場戰爭後日益普遍？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國共內戰 (D)甲午戰爭 

16. 清末出現了一位女性革命家──秋瑾，她致力於革命運動、創辦上海《中國女報》，可說是標

準的女性主義者。下列哪一種主張或舉動，不受當時女性主義者所贊同？ 

(A)主張女子應在家相夫教子  (B)主張男女平等、同工同酬  (C)穿著西式服裝，參與社交活動

(D)接受新式教育，成為聯業婦女 

17. 19 世紀後期，王祥的家中極盡奢華，有全國最早引進的電話設備、照明用的電燈、乾淨的飲用

水，門口又有剛設立的電車停靠站，讓朋友們都非常羨慕。他的家最有可能位在下列何者？ 

(A)上海  (B)西安  (C)重慶  (D)武昌。 

18. 右圖呈現清中葉以後，朝廷允許外國傳教士在華活動範圍 

逐漸改變的情形。造成此轉變的原因，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清朝對外條約的簽訂   

(B)太平天國的傳教影響 

(C)清朝接受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D)中國經濟重心由沿海轉向內地 

傳教士僅能在廣州的指定區域活動 

傳教士可以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傳教 

傳教士可以到中國內地遊歷、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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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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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右圖是《圖說滿清事典》一書中的漫畫，請問： 

對話中「小國戰勝大國」應指哪一歷史事件？ 

(A)清法戰爭   

(B)甲午戰爭   

(C)八國聯軍   

(D)日俄戰爭 

21. 雷學洋是清末是清末民初的新知識分子，下列哪一作為較不可能出現他的生活中？ 

(A)準備科舉考試，求一舉成名天下知  (B)響應斷髮風氣，改變審美觀穿西服 

(C)從新式學堂畢業後，計劃留學美國  (D)常閱讀《萬國公報》，關心世界局勢 

22. 某網站有以下介紹：「香港開埠前是個只有數千人口的小漁村，但擁有『水深港闊，四季不結

冰』的天然優勢。1842 年，大清帝國戰敗，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逐步走向世界舞臺。」請問：

文中所提到的「戰敗」應指哪一場戰爭？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清法戰爭  (D)甲午戰爭 

23. 承上題，「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應是下列哪一份條約所簽署的內容之一？ 

(A)《北京條約》  (B)《南京條約》  (C)《天津條約》  (D)《馬關條約》 

24.《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一書評論道：「這場戰爭，表面上因禁鴉片而起，但深究其義可謂中西文

化衝突，由於中西方在國家政治、社會文化的不同，延伸出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請問：此

處所稱的「中西文化衝突」應是指下列何者？   

(A)天朝觀與經濟觀  (B)政治觀與宗教觀  (C)文化觀與教育觀  (D)階級觀與血統觀 

25. 中國某導演打算以「戊戌變法」為題材拍攝一部愛國勵志片，為了要更貼近史實的呈現，他詳

讀歷史人物傳記。下列哪一本傳記化可以不用參考？   

(A)《光緒皇帝傳》  (B)《康有為傳》  (C)《林則徐傳》  (D)《梁啟超傳》 

26. 日本明治維新後，仿效西方國家開始拓展殖民地，積極對外擴張。而甲午戰爭被日本視為是一

場劃時代的戰爭，此戰爭後日本獲得哪一個殖民地？  (A)臺灣  (B)香港  (C)越南  (D)朝鮮 

27. 20 世紀初期，學者胡適曾對中國傳統的「三從四德」有新見解，他認為現代男人對太太也要有

「三從四德」，例如：「三從」指「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說錯話要盲從、太太的命令要服從。」

請問：由此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風氣如何？ 

(A)媒妁之言風行  (B)婦女地位的提升  (C)自由戀愛風行  (D)庶民文化的發展。 

28. 有關清末「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均由皇帝或天皇所推動      (B)受到西力的衝擊而變法改革 

(C)均過度偏重制度層面的改革  (D)均改革成功，成為現代化的國家。 

29. 民初，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曾張貼徵婚啟事，其擇偶條約 

如圖（二）。請問：由其擇偶條件可 

看出蔡元培的婚姻觀念如何？ 

(A)男女平等  (B)男尊女卑   

(C)重男輕女  (D)大男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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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圖（三）是西方傳教士透過圖文並茂的方式宣導某運動。 

請問：此運動的推展最早出現在何時？ 

(A)18 世紀初期 

(B)18 世紀末期 

(C)19 世紀初期 

(D)19 世紀末期 

31. 清末，中國傳統家族觀念受到很大的衝擊，其中在婚姻方面最大的改變為下列何者？ 

(A)強調門當戶對  (B)注重媒妁之言  (C)聽從父母安排  (D)提倡婚姻自由 

32. 在電影「自梳」中，可以看到清末的女性地位與生活被壓迫。請問：當時的中國女性會以下列

何種方式來提升婦女的地位？   

(A)推廣三從四德  (B)滿足現狀不為所動  (C)參加政治社會運動  (D 示威抗議參與反政府運動  

33. 1872 年清廷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幼童，此政策是出現於下列哪一改革時期？ 

(A)自強運動  (B)戊戌變法  (C)立憲運動  (D)庚子後新政 

34. 1906 年，日本大阪的朝日新聞社招募旅行團，旅遊的主要行程之一為參

觀甲午戰爭的戰場遺跡。據此判斷，當時旅行團前往遊覽的地區最可能

是右圖中甲、乙、丙、丁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35. 老師上課時，正在介紹恭親王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事蹟。 

請問：老師正在講解清末哪一改革？   

(A)戊戌變法  (B)自強運動  (C)立憲運動  (D)庚子後新政 

36. 小琪的歷史報告提到下列的重點：「光緒皇帝」、「政治改革」、「教育革

新」。請問：她報告的內容與下列何者最有關係？  

(A)戊戌變法  (B)自強運動  (C)立憲運動  (D)庚子後新政 

37. 小真上臺報告時，提到下列重點。請問：這與哪一場戰爭發生的原因有關？ 

   重點一：公使還不能入駐北京。 

重點二：通商口岸尚未全面開啟。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甲午戰爭  (D)八國聯軍 

38. 下列是對清朝某一改革運動的評論：「清末，面對外力的衝擊，許多知識分子尋求各種解決之

道，政府也有力圖振作的措施，但是『皇族內閣』的成立，與當時朝野改革呼聲相違背，讓改

革人士大為失望。」請問：這是對清末哪一改革的評論？   

(A)戊戌變法  (B)自強運動  (C)立憲運動  (D)庚子後新政 

※《小漫畫大歷史》一書中收錄了許多晚清刊登在報章雜誌上的時事漫畫，以下節選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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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以上三張漫畫所呈現的史事，都在下列哪一位皇帝在位時發生？ 

(A)道光皇帝  (B)咸豐皇帝  (C)同治皇帝  (D)光緒皇帝 

40. 若將這三張漫畫依照時間先後排列，應該為何？ 

(A)圖(三)→圖(一)→圖(二)  (B)圖(二)→圖(一)→圖(三)   

(C)圖(一)→圖(二)→圖(三)  (D)圖(三)→圖(二)→圖(一)   

41. 某電視臺製播史實連續劇，以 19 世紀末的上海為時代背景，請問：為求真實，下列哪一場景

最不適宜寫進劇本？   

(A)男主角的洋樓住屋中有電燈、電話與電腦 

(B)女主角穿著洋裝與朋友們吃西餐、喝咖啡 

(C)男配角是《申報》編輯，時常推廣西方文化 

(D)女配角從學堂畢業後，決定來到紡織廠工作 

42. 「重視男女平權觀念，以美國最具代表，透過女學設立，

日本也逐漸強盛。興女學能啟迪人民思想，帶來國家興

盛，因此採用西方教育制度，載明先聖先賢遺訓，即可

達到強國保種的目的。」請問：右列關於上文的各項分

析，哪些正確？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43. 「影響中國任官選才制度最為深遠的科舉考試，在這一次的改革中正式廢除。」上文中所提到

的改革是指下列何者？  (A)自強運動  (B)戊戌變法  (C)庚子後新政  (D)立憲運動 

44. 圖（一）顯示八國聯軍後的某一情景，當時下詔變法革新的人

為下列何者？ 

(A)光緒皇帝   

(B)恭親王奕訢   

(C)康有為   

(D)慈禧太后 

45. 1906 年，清廷為緩和輿論而發動立憲運動，下列有關此次改革

的說明，何者正確？  (A)下詔改採民主共和體制  (B)結果使部分革命派人士轉而支持立憲  

(C)受到八國聯軍失敗的刺激而展開改革  (D)成立滿族閣員占大多數的「皇族內閣」。 

46. 西元 1904 年，日俄兩國因爭奪下列何處的權益，而爆發了戰爭？ 

(A)朝鮮  (B)東北  (C)山東  (D)雲南 

47. 凱文是美國駐中國的記者，晚清以來，他發現中國人的生活風俗有一些變化，且已慢慢跟上西

方國家的步伐。請問：下列何者最不可能出現在他的報導中？ 

(A)汽車、電燈等現代化設施不斷引進  (B)吃西餐、喝咖啡成為時尚生活方式 

(C)西方歌劇與電影提供多元休閒活動  (D)新知識分子期望從科舉中脫穎而出 

48. 承上題，凱文身右圖中哪一個城市的感受應該最深？ 

(A)甲  (B)乙  (C)丙  (D)丁 

※（甲）戊戌  （乙）甲午  （丙）庚子  （丁）辛丑  （戊）壬寅 

49. 2021 年是  (A)甲  (B)乙  (C)丁  (D)丙 

50. 庚子年是  (A)2020 年  (B)2022 年  (C)1902 年  (D)201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