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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道明中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段考國二歷史科試題卷 

範圍：L1、L2 

1. 某雜誌刊載的文章寫道：「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皆封建制度之遺，與西人相較，相去

極遠，如不改進，必不能存於今日世界。」、「若篤舊不變，而無世界知識，不知順應世界潮流，

絕難立足。」這些言論最能反映哪一時期的思想潮流？ 

(A)鴉片戰爭時期  (B)自強運動時期  (C)戊戌變法時期  (D)新文化運動時期 

2. 承上題，哪位歷史人物最不可能支持此份資料的觀點？ 

(A)胡適  (B)魯迅  (C)袁世凱  (D)蔡元培 

3. 右表為清末民初期間，各項歷史事件因應不同目的而 

發展出的口號，若依時間先後排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丁丙   

(B)乙丙甲丁   

(C)丙甲乙丁   

(D)丁丙甲乙 

4. 右圖為社會文化變遷的三個層次，清末民初以來的各項變革， 

哪一項屬於思想層次？ 

(A)維新運動  (B)自強運動  (C)立憲運動  (D)新文化運動 

5. 一位中共學者演講說道：「蔣中正是背叛孫中山意旨的人。若不是他在 1927 年（民國 16 年）

的武裝行動，我們共產黨早就控制武漢，建立新政權了！」上述「武裝行動」所指為何？ 

(A)清黨  (B)護法運動  (C)復辟  (D)二次革命 

6. 阿瑞將成為中國北京大學新鮮人，右列是他出發 

前查了這所大學的相關資料，有哪幾項資料正確？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7. 五四運動對於中國近代歷史發展有極大的影響。請問：下列何者不是其影響？   

(A)喚醒各階層的愛國意識     (B)揭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C)激起反侵略與反軍閥的風潮 (D)促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8. 「同志們！」滿清政權已搖搖欲墜，如風中殘燭，唯有建立新政權、新中國，中華民族的未來

才有希望！」以上言論最可能出自何人之口？ 

(A)革命派人士  (B)立憲派學者  (C)守舊派官員  (D)反共派領袖 

9. 「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這句話

凸顯政黨政治成立責任內閣的重要。下列何人最可能秉持這種主張？ 

(A)宋教仁  (B)袁世凱  (C)蔣中正  (D)梁啟超 

10. 1925 年，廣州某開學典禮中，校長蔣中正意氣昂揚的說：「『親愛』是要所有革命同志相親相愛，

『精誠』是精益求精、誠心誠意。目的為造就頂天立地、繼往開來、堂堂正正的革命軍人。」

根據上述推論，此學校應是下列何者？ 

(A)臺灣大學  (B)京師大學堂  (C)北京大學  (D)陸軍軍官學校 

甲 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乙 扶清滅洋 

丙 德先生、賽先生 

丁 聯俄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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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右表為某一時期官方所頒行機關 

學校放假日期的部分內容，根據 

內容判斷，此一日程最可能由下 

列何者所頒行？ 

(A)1895 年的清廷   

(B)1929 年的南京國民政府   

(C)1945 年的臺灣總督府   

(D)1979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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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運動  (C)武昌起義  (D)義和團事變 

13. 1920 年代，臺灣文壇深受中國影響，連被稱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也愛讀□作品，狂人

日記為其代表作之一。請問：□應是指誰？  (A)梁啟超  (B)陳獨秀  (C)胡適  (D)魯迅 

14. 在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的催化下，當時的社會產生劇烈變遷，而各階層也紛紛覺醒。請問：

下列有關當時各階層的敘述，何者有誤？  (A)新知識分子取代傳統士紳  (B)工、商業罷工、

罷市支持五四運動  (C)婦女無才便是德  (D)年輕學子勇於改革校園 

15. 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層面相當廣泛，下列何者並非新文化運動的內容？ 

(A)新思潮引進  (B)對傳統的批判  (C)白話文運動  (D)著重器物的改革 

16. 右表史事依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A)乙甲丙丁 

(B)甲乙丙丁 

(C)甲丙乙丁 

(D)甲乙丁丙 

 

17. 右表是中華民國成立前後的重要歷史事件， 

請依事件發生的順序， 

先後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乙甲丁丙   

(B)甲乙丁丙   

(C)乙甲丙丁   

(D)甲乙丙丁 

18. 新文化運動引進西方思潮，陳獨秀便深受影響，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等中國(甲)黨成立時，

還擔任總書記，最後卻對該黨不滿而被開除黨籍，請問(甲)為下列哪一政黨？ 

(A)國民黨  (B)共產黨  (C)進步黨  (D)革命黨 

19. 比較民初所發生的「二次革命」與「護法運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後者導致了南北分裂    (B)前者討伐的對象為段祺瑞 

(C)後者後來產生洪憲帝制  (D)後者討伐的對象為袁世凱 

放假日期 放假事由及天數 

1/1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放假一天 

1/2～1/3 新年，放假二天 

3/12 孫中山逝世紀念，放假一天 

3/29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紀念， 

放假一天 

10/10 中華民國國慶紀念，放假一天 

11/12 孫中山誕辰紀念，放假一天 

項目 史事 

甲 洪憲帝制 

乙 溥儀復辟 

丙 護法運動 

丁 聯俄容共 

甲 立憲運動 

乙 保路運動 

丙 武昌起義 

丁 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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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宋教仁在遇刺臨死前曾寫到：「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

部，勢必至死……。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請問：文中的大總統是何人？ 

(A)孫中山  (B)蔣介石  (C)袁世凱  (D)黎元洪 

21. 1913 年中華民國國會首度大選結果，國民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按照法律規定，其將主導推選

總理以及組織內閣。請問：當時的總理人選為何人？ 

(A)孫中山  (B)宋教仁  (C)梁啟超  (D)袁世凱 

22. 承上題，按照法律規定：「國民黨將主導推選總理以及組織內閣」，其所引用的法律及制度，下

列何者正確？ 

(A)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內閣制  (B)中華民國憲法、總統制 

(C)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總統制  (D)中華民國憲法、內閣制 

23. 1928 年底蔣中正北伐完成，其中東北因天氣寒冷攻打不易，正當蔣中正一籌展之際，東北軍閥

張作霖遭□□人炸死，因此其子易幟歸降中央，全國統一。請問：□□應為哪一國人？ 

(A)英國  (B)德國  (C)法國  (D)日本 

24. 中華民國建立後，政局相當不穩定，而以國民黨所主導的中央政府來說，也經歷過多次改組。

其中，孫中山逝世後，由蔣中正所領導的中央政府為下列何者？ 

(A)南京國民政府  (B)廣州軍政府  (C)南京臨時政府  (D)北京政府 

25. 小美是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十八歲女性，請問：她可以明顯感受到哪些女性權利與傳統不同？ 

(A)婚姻自主權  (B)參與投票權  (C)宗教自由權  (D)女子從軍權 

26. 民國初年許多新知識分子紛紛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與「賽因斯先生」。請問：這二位「先

生」分別為何？   

(A)自由、民主  (B)自由、團結  (C)民主、科學  (D)民主、博愛 

27. 中國共產黨慶在 2021 年盛大舉行，一個有百年歷史的政黨也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團體，其成立

的背景為何？   

(A)利用軍閥之間的衝突而成立            (B)五四運動時影響，以西方新思潮奠基而成立 

(C)五四運動時，日本扶植成立來分化中國  (D)袁世凱稱帝時扶植成立來對付國民黨 

28. 民初在新思想的引進交流下，哪一類型的人對於國家主權開始勇敢發聲，要求改革，表達心中

訴求？  (A)婦女  (B)官員  (C)農人  (D)學生 

29. 圖（一）所列事件，皆發生於圖（二）中 

的哪一階段？ 

(A)甲   

(B)乙   

(C)丙   

(D)丁 

30. 末代皇帝溥儀回憶錄中提及：「我一生有幾次當皇帝經驗，第一次在 3 歲時，第二次在軍閥支

持下即位，但僅十多天……」文中溥儀第二次登基的背景為以下何者？ 

(A)張勳擁護  (B)袁世凱傳位  (C)二次革命  (D)軍政府成立 

31. 在「聯俄容共」政策下，中國國民黨獲得蘇聯協助並進行改組，但後來卻出現共產黨危害的嚴

重後果。以下關於「聯俄容共」的敘述，何者有誤？   

(A)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  (B)此一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C)給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擴張勢力的機會  (D)孫中山決定清黨使國共走向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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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孫中山逝世後，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並決定展開北伐。下列關於北伐的相關敘述，何者最正確？

(A)孫中山在廣州誓師北伐  (B)北伐時間為民國 5～17 年   

(C)臺灣民眾黨趁北伐奪權  (D)因張學良宣布歸順中央而完成統一 

33. 小畢將清末民初某位政治人物的頭術， 

繪製成右列圖表，以加深印象。小畢畫 

的人物最可能是下列何人？ 

(A)孫中山  (B)袁世凱  (C)黎元洪  (D)段祺瑞 

34. 民國 16 年，國共第一次決裂，當時雙方決裂的原因為何？ 

(A)宋教仁遭共黨分子暗殺身亡 

(B)中國共產黨企圖阻攔護法運動 

(C)蔣中正決定清除黨內共黨分子 

(D)中共聯合日本炸死軍閥張作霖 

35. 「1917 年，（甲）與大總統黎元洪之間，因為政見不合，引發政丑爭。黎元洪請（乙）入京調

解，（乙）卻趁機發動復辟事件。」上文的（甲）和（乙）各是指下列何人？ 

(A)張作霖、張勳  (B)段祺瑞、溥儀  (C)段祺瑞、張勳  (D)孫中山、宋教仁 

36. 民國 4 年某一條文如右列所示，從份條文內容判斷，最可能與下列

哪一事件有關？ 

(A)強迫清帝退位   

(B)二十一條要求   

(C)恢復帝制聲明   

(D)號召護法運動 

37. 2022 年 10 月 10 日嘉義縣政府舉辦國慶煙火活動，大量遊客將會場擠得水洩不通。關於 10 月

10 日國慶日的由來，與下列哪一事件有關？ 

(A)虎門鴉片的銷毀日  (B)八國聯軍的宣戰日  (C)保路運動的發起日  (D)辛亥革命起事日 

38. 婉容週末欣賞了一部電影《末代皇帝》，內容描述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皇帝的一生。下列何者

不可能出現在電影場景中？ 

(A)民國初年在段祺瑞擁立下重登帝位   

(B)因官方宣布鐵路國有政策，而引發保路運動 

(C)皇帝退位之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已於南京成立   

(D)皇帝是在某位手握軍權大臣的威逼下，宣布退位 

39. 右圖為民國 14 年，孫中山病逝前，仍念念不忘中國坎 

坷的命運，當時最令他掛心的可能是哪一件事？   

(A)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失利   

(B)中共勢力不斷擴張   

(C)各地軍閥罔顧人民利益，為奪取政權而交戰不休   

(D)北伐大業困難重重，擔心張學良無法完成使命 

40. 民初以來，中國社會面臨西方文化衝擊，下列何者並非當時最明顯的改變？ 

(A)女性仍是無法接受新式教育    (B)出現自由戀愛和婚姻自主觀念 

(C)各地學生勇於發聲，爭取權益  (D)出現專屬兒童閱讀的文學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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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歷史老師在課堂上展示如圖，作為講述清末民初社會變遷 

中某一階層的情況。關於圖中「？」最有可能是指下列哪 

一階層？   

(A)勞工  (B)婦女  (C)商人  (D)新知識分子 

42. 「民國 4 年，此一雜誌公開批評傳統文化，歌頌西方文化，主張以『新』代『舊』，象徵新文

化運動的開端。」上述最可能是在講述下列哪一本刊物？ 

(A)《美麗島》  (B)《新青年》  (C)《臺灣時報》  (D)《自由中國》 

43. 某本雜誌強調要「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

懷疑思。」這份雜誌的主張最可能是與哪一事件有關？ 

(A)自強運動  (B)保路運動  (C)革命運動  (D)新文化運動 

 

⊙軍閥對民國以來的政局影響甚大，右圖為民國 15 年軍閥割據形勢圖。請根據此圖回答問題： 

44. 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過程中遭遇了哪些事件？ 

(A)洪憲帝制、溥儀復辟  (B)辛亥革命、二次革命   

(C)寧漢分裂、東北易幟  (D)護法運動、五四運動 

45. 圖中哪一地區軍閥的歸順，使中國順利完成統一？ 

(A)甲   

(B)乙   

(C)丙   

(D)丁 

 

 

 

 

⊙西元 1919 年，戰爭結束後，某位中國官員前往歐洲參加處理戰後事宜的會議，會後他表示：

「英、美等國將中國的權益讓給日本，使其得以繼承山東的權益，面對國內民眾抗議的浪潮，

及維護國家的尊嚴，我們決定……。」請回答下列問題。 

46. 文中提及的「戰爭」應指下列何者？ 

(A)甲午戰爭  (B)一次大戰  (C)八國聯軍  (D)二次大戰 

47. 根據文中內容判斷，這位官員應至歐洲哪個城市參加會議？ 

(A)倫敦  (B)巴黎  (C)紐約  (D)開羅 

48. 文中提及的「民眾抗議浪潮」，應指下列哪個事件？ 

(A)五四運動   (B)洪憲帝制  (C)二次革命  (D)護法運動 

49. 列強將山東權益給予日本繼承，而山東原本是哪個國家的勢力範圍？ 

(A)俄國  (B)英國  (C)德國  (D)西班牙 

50. 文中出現「……」的內容，應是下列哪段敘述？ 

(A)維持與日本關係，要求相等領土回饋   

(B)發動國際救濟，尋求各國的強力支援 

(C)同意會議決議，將山東權益讓與日本   

(D)拒絕簽署該和約，拒絕接受這樣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