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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五面，請耐心作答 

*單選題 (共 40 題   每題 2.5 分) 

1. 近代中國曾有一段政治上相對穩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國民政府積極進行基礎建設，推動金融改革、興建機

場、營建鐵公路等，為未來長期抗戰打下良好的基礎。請問：上述這段時間為何？   

(Ａ)民國 5 年～北伐前 (Ｂ)北伐期間 (Ｃ)北伐結束～中日戰爭前 (Ｄ)中日戰爭期間 

2. 中日戰爭前夕日本軍閥曾提出《田中奏摺》：「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滿洲）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

國。」請問：日本《田中奏摺》的計畫，因為下列何事而達成其侵略滿洲的目標？  

(Ａ)西安事變 (Ｂ)九一八事變 (Ｃ)盧溝橋事變 (Ｄ)珍珠港事變 

3. 「我的事情到 36 歲就結束了，……。」這是某位對中國統一有重要貢獻的人物，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所說的

話。他的前半生生在軍閥家庭中，父親死後，他毅然決定歸順中央。在他 36 歲時，因為和當時的剿共總司令對於先

團結抗日或先剿共無法取得共識，遂發動兵變並挾持總司令。在事件平定後，旋即被中央政府軟禁至 90 歲。請問：

該人物為下列何者？  

(Ａ)溥儀 (Ｂ)孫中山 (Ｃ)蔣中正 (Ｄ)張學良 

4. 1926 年，昭和天皇即位後，日本面臨國內外財經危機，社會情勢不穩，導致某勢力抬頭，在該勢力影響下，國家

利用強大的武力向外擴張，以獲取國家利益或建立國家霸權。請問，文中某勢力所信仰的應是下列哪一概念？  

(Ａ)三民主義 (Ｂ)共產主義 (Ｃ)民族自決 (Ｄ)軍國主義 

5. 瑞龍正在統整「民國時期的國共事件簿」的筆記，寫了下列史實紀錄。請問：以下筆記哪一項需要修正呢？ 

(Ａ)「先安內後攘外」是國民政府在北伐完成後面對內憂外患之際的應對方針 

(Ｂ)國民政府於西安事變後，迫於當時國家情勢，展開與共產黨的合作 

(Ｃ)中日戰爭後，蘇聯曾派馬歇爾到中國調停國共紛爭，但最終調停失敗 

(Ｄ)國共內戰期間，國民政府於民國 37 年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6. 右圖仿自中共某時期為了提高農業生產的宣傳海報，寫著：「肥豬賽大象，就是鼻

子短；全社殺一口，足夠吃半年。」。請問：這應是中共哪一項政策的宣傳海報？ 

(Ａ)改革開放  (Ｂ)土地改革  (Ｃ)大躍進運動  (Ｄ)文化大革命 

7. 承上題，這一政策推行大約發生在以下何時呢？ 

(Ａ)西元 1945 年  (Ｂ)西元 1958 年  (Ｃ)西元 1966 年  (Ｄ)西元 1980 年 

8. 幾位同學正在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相關歷史。請問：何者說法不符史實？  

(Ａ)採以民國紀年 (Ｂ)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 (Ｃ)建立龐大的國營事業 (Ｄ)定都於北京 

9. 有一部電影劇情如下：「祥子回到故鄉，那裡充斥著『破四舊、立四新』的標語，他看到村長被劃分為『地主』

階級而遭受殘酷的公審。後來，祥子的妻子難產，醫院裡的醫生們卻已在『打倒學術權威』的口號下被迫

開……。」這部電影的時空背景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國共內戰下的臺灣  (Ｂ)十年建設時期的東北  (Ｃ)中日八年抗戰時期的南京  (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 

10. 民國 20 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國軍圍剿後西竄，由江西歷經湖南、廣西、貴州、雲

南、四川、西康、甘肅、陝西、寧夏、山西各省，中共自誇為「二萬五千里長征」。請問：民國 23 年 10 月共軍從江

西瑞金出發，逃避國軍的打擊，最後在何處落腳？  

(Ａ)重慶 (Ｂ)西安 (Ｃ)南京 (Ｄ)陝北 

 

背面尚有題目 

基隆市立武崙國中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二次段考 八年級社會科試卷─歷史科 

電腦讀卡，請使用 2B 鉛筆，並依據題號在答案卡上作答，答案卡無法判斷身分者，扣總分 10 分 

範圍：第四冊 CH.3~CH.4  本試卷共 40題  共 5 面         班級：_____ 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2 

共有五面，請耐心作答 

11. 中共黨史有部重要文獻《共赴國難宣言》，聲稱願意聽從蔣中正的領導。此國難為下列哪個國家對中國的侵略？  

(Ａ)美國  (Ｂ)日本  (Ｃ)蘇聯  (Ｄ)英國 

12. 民國 17 年，中國進入訓政時期，法源依據為《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其中對五院組織、中央與地方權限、

民生經濟與國民教育原則、人民的權利與義務等，均有明確的規定。請問：訓政時期的原則為何？  

(Ａ)中央集權 (Ｂ)以黨治國 (Ｃ)君主立憲 (Ｄ)軍國主義 

13. 日本某歷史教科書，用「侵略」一詞形容 20 世紀的中日戰爭。日本文部省的審查意見認為：「侵略」是含有負

面道德暗示的字眼，用於下一代國民教育的教科書，來描寫自己國家的行動，是不妥的，應該改用「軍事前進」之

類的文字。 對於日本官方這種做法，我們應如何理解較為恰當？ 

(Ａ)對於發動戰爭一事，日本政府並未確切檢討反省   (Ｂ)對於發動戰爭一事，日本政府已經檢討反省並改進  

(Ｃ)日本政府藉此做法，證實當年軍國主義的表現     (Ｄ)日本政府藉此做法，求得中國政府的諒解 

14. 西元 1937 年 11 月，國民政府宣布遷都□□，以西南各省做為抗戰大後方，並利用中國廣土眾民的條件，制訂

長期抗戰方針。請問：上文中的□□指哪一個城市？  

(Ａ)南京 (Ｂ)成都 (Ｃ)北京 (Ｄ)重慶 

15. 承上題，國民政府當時為了對日抗戰，而採取的戰略為何？  

(Ａ)以時間換取空間 (Ｂ)以空間換取時間 (Ｃ)閃電戰 (Ｄ)速戰速決 

16. 1940 年代日本教科書的圖片中，有一張圖是各色人種手牽手，範圍涵蓋朝鮮半島、中

國、日本、中南半島、南洋群島等（如右圖）。請問：該圖的目的是在向日本國民宣傳何種

思想？ 

(Ａ)軍國主義 (Ｂ)大東亞共榮圈 (Ｃ)皇民化運動 (Ｄ)共產主義 

17. 民國 35 年 12 月 25 日，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而後國民政府改制成中華民國政府，進行中央民意代

表與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請問總統是由誰擔任？ 

(Ａ)孫中山  (Ｂ)蔣中正  (Ｃ)李宗仁  (Ｄ)溥儀 

18. 歷史老師在蒐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資料，其中有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

翻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請問：《湖南農民運

動考察報告》應是下列何人的著作呢？  

(Ａ)毛澤東 (Ｂ)張學良 (Ｃ)孫中山 (Ｄ)蔣中正 

19. 右圖是某漫畫家的作品，其內容係針對中共的哪一項政策所作的諷喻？ 

(Ａ)土地改革 (Ｂ)大躍進運動 (Ｃ)文化大革命 (Ｄ)土法煉鋼 

20. 以下是中國共產黨發展以來在不同時期所喊出的口號或是其領導者所提出的宣言：

(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乙)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丙)吃飯不花錢，努力搞生產； 

(丁)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請將以上敘述依照出現的時間做順序排列： 

(Ａ)乙甲丙丁  (Ｂ)丁乙丙甲  (Ｃ)丙乙甲丁  (Ｄ)甲丁丙乙 

21. 中國八年抗日戰爭期間，前期乃中國獨自對日作戰，後期則與盟國並肩作戰，此兩階段的劃分，可以何事為

界？  (Ａ)七七事變  (Ｂ)珍珠港事變  (Ｃ)西安事變  (Ｄ)九一八事變 

22. 某項展覽上，展出附圖的歷史圖片。請問：此項展覽的主題，最有可能是

下列何者？ 

(Ａ)國共內戰的反思     (Ｂ)太平洋戰爭的展開  

(Ｃ)抗戰期間人民的苦難 (Ｄ)軍閥統治下的顛沛流離 

 

                          下一張尚有題目，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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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由宋仲基、蘇志燮主演的韓國電影《軍艦島》敘述一群朝鮮勞工，為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並避免被日本政府

強制徵兵的命運，爭取到前往日本的機會，沒想到卻是被日本政府送上軍艦島，從此展開慘無天日的挖礦人生，最

後勞工們不堪長期的折磨，選擇聯手出逃。電影的主角群包括：黑幫流氓、樂團團長，還有一名逃亡的慰安婦。 

請問：該電影的故事背景應該在何時？  

(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Ｄ)國共內戰期間 

24. 某電影公司若要製作一部「珍珠港事變」的影片，為求劇情更為逼真，應實際前往下列何地拍攝外景？  

(Ａ)南京 (Ｂ)夏威夷 (Ｃ)台灣 (Ｄ)美國 

25. 中共於民國 38 年年底幾乎控制了整個中國大陸，迫使中華民國政府遷往附圖中的何處？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十一長假是其黃金周之一，可有七天連休的假期，這是源於 10 月 1 日

這個重要的紀念日。請問：這個節日是為了紀念下列哪一件事？  

(Ａ)中國共產黨創立  (Ｂ)毛澤東生日  (Ｃ)毛澤東逝世  (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27. 右圖為社區公園裡三位長者的聊天內容， 

請問：對話中提到的「洋鬼子」應該指的是哪一國外勢力？ 

(Ａ)美國 (Ｂ)滿洲國 (Ｃ)蘇聯 (Ｄ)日本 

 

 

 

題組 

(一)請閱讀以下敘述，回答第 28~30 題 

以下是張戎在鴻：三個中國女人的故事中對於滿洲國人民生活的描述，根據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在學校，我母親接受的教育是：祖國是滿洲國，鄰國有兩個中華民國，一個是蔣介石(蔣中正)領導的

「敵國」；一個是汪精衛領導的「友國」（日本人在中國占領區扶持的魁儡政權）。她被灌輸「滿洲」並非中

國的一部分，要做滿洲國的順民。……教師們常說滿洲國是人間天堂。然而我母親就是小小年紀也能察覺

到，如果這是天堂的話，也只是日本人的天堂。日本小孩上的專門學校，那裡設備完善，有良好的暖氣供

應系統，光亮的地板和明淨的玻璃窗。而當地中國小孩則擠在破爛的廟宇和私人捐贈的舊房子裡讀書。冬

天，由於沒有暖氣設備，往往不得不中止教學，同學們圍著教室跑步，或一齊跺腳。……當地的孩子在街

上遇到日本人時，得鞠躬讓路，即便是這個日本人比他們年幼。日本學生常常叫住當地學生，無緣無故就

打他們耳光。……□□的礦產資源十分豐富，礦工們在日本監工的嚴密監視下，沒日沒夜的幹活，直至累

死，採掘出的礦產都被運往日本。 

 

28. 根據文章內容，作者母親上學接受教育的時間可能在哪一個時期？ 

(Ａ)1912～1920 年 (Ｂ)1924～1931 年  (Ｃ) 1932～1945 年 (Ｄ)1958～1966 年 

29. 請問文章中滿洲國的領導者會是誰？ 

(Ａ)溥儀  (Ｂ)明治天皇  (Ｃ)袁世凱  (Ｄ)孫中山 

30. 文末，「□□的礦產資源十分豐富，礦工們在日本監工……」，請問，□□應該是指以下何處？ 

(Ａ)台灣  (Ｂ)朝鮮  (Ｃ)華南  (Ｄ)東北 

 

背面尚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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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請閱讀以下敘述，回答第 31~33 題 

附表是中共軍隊與統治人口數概略變化 

  

 

 

 

 

31. 請問：表中人數，無論是中共軍隊或是統治人口數的成長，主要是由於什麼事情的發生呢？ 

(Ａ)北伐  (Ｂ)八年抗戰  (Ｃ)十年建設  (Ｄ)西安事變 

32. 請問，這些統治人口中，哪些人是他們最大的支持者？ 

(Ａ)城市裡的商人  (Ｂ)鄉村中的貧農  (Ｃ)海外投資者  (Ｄ)任職中央的官員 

33. 承上題，中共因為推行什麼政策，才擁有這群支持者？ 

(Ａ)大煉鋼  (Ｂ)人民公社  (Ｃ)土地改革   (Ｄ)文化大革命 

 

(三)請閱讀以下敘述，回答第 34~35 題 

在這種政治氣氛中，毛澤東崇拜越來越宗教儀式化，幾乎每個人都穿上毛裝，胸前別著毛徽，口袋中

裝著小紅書，住房門口貼上「忠」字和毛的畫像。每天早上起來後，第一件大事便是大家集合，向「忠」

字和毛的聖像唱歌：「天大地大不如共產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 

 

34. 依文中敘述，這應是發生於何時的事？ 

(A)1930~1937 年  (B)1937~1945 年  (C)1958~1961 年  (D)1966～1976 年。 

35. 這段期間中國正經歷哪一個歷史事件？ 

(A)國共內戰  (B)文化大革命  (C)十年建設  (D)大躍進 

 

(四)請閱讀以下敘述，回答第 36~37 題 

附圖為國民政府在某段期間各項建設的資料： 

 

 

 

 

 

 

 

 

 

36. 從圖中資料判讀，此時國民政府較注重在哪方面的建設？ 

(Ａ)軍事  (Ｂ)教育  (Ｃ)交通  (Ｄ)科技 

37. 請問，這段期間有可能是以下何時呢？ 

(Ａ)國共內戰  (Ｂ)中日八年戰爭  (Ｃ)文化大革命  (Ｄ)黃金十年 

 

下一張尚有題目，請加油 

民國 中共軍隊 統治人口數 

26年 10 萬 100 萬 

34年 100 萬 1 億 

37年 250 萬 1 億 5 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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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閱讀以下敘述，回答第 38~40 題 

以下為民國時期，兩個政黨相隔數年後，前後所發出的通告： 

 

政黨甲： 

    ……帝國主義者既使軍閥竊取政權，又使軍閥盜賣國家；既使軍閥永演鬩牆之爭，令吾民受盡兵刀

之苦，更嗾使軍閥壓迫革命運動，欲吾民永無自決之日：……近者北方軍閥混戰經年，北京政府已不存

在，我中國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無好政府，而且亦無惡政府：不但無從減少既有之痛苦，亦且無法減

輕新痛苦增加之速度。……本黨至此，忍無可忍，乃不能不出於出師之一途矣。 

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民國 15 年。 

嗾：教唆，指使別人做壞事。 

 

政黨乙： 

    ……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

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

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

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民國 24 年。 

 

38. 請判斷甲、乙，各是什麼政黨？ 

(A)政黨甲：中國共產黨  政黨乙：中國國民黨   (B)政黨甲：中國國民黨  政黨乙：中國共產黨 

(C)政黨甲：中國共產黨  政黨乙：台灣民眾黨   (D)政黨甲：中國國民黨  政黨乙：民主進步黨 

39. 甲政黨在宣言中提到的「不能不出於出師之一途矣」，此一出師北伐之事於何時完成？ 

(A)民國 17 年  (B)民國 20 年  (C)民國 26 年  (D)民國 34 年 

40. 乙政黨提出的呼籲，在哪項事變發生後獲得實現？   

(A)九一八事變  (B)盧溝橋事變  (C)西安事變  (D)珍珠港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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