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成功國民中學 113學年第一學期 歷史科補考資料 八年級上學期(第三冊) 

                                                             __八_年    班    號  姓名：________ 

( B ) 1.周朝建立統治政權以來，除了承認友好國家外，統治者為管理新取得的疆土，便賜予以同姓和姻親為

主的貴族土地及治理地方的權力，藉此穩固統治。上述所指的統治措施應為何者？ (A)推舉孝廉 (B)

實施封建 (C)設置郡縣 (D)推行科舉 

( C ) 2.周王朝的貴族依據身分差異可分為不同階層，各階層使用的音樂、舞蹈及儀仗隊等方面，都有明確的

限制及規定，不同身分的貴族也遵守不同的禮樂規範，請問：周王朝制訂此規範的目的何在？ (A)

提供貴族享樂的機會 (B)解決地方封土的爭議 (C)確保封建秩序的穩固 (D)避免地方動亂的爆發 

( A ) 3.歷史老師正在解說一句成語的典故，其內容如下：「楚王曾親自率兵北上，攻打周天子都城附近的領

地，周天子惶恐不安派使臣慰勞楚王，不料楚王卻向使臣詢問九鼎之大小及輕重，而九鼎是天子權力

的象徵，由此可見楚王背後奪權的野心，此即『問鼎中原』這句成語的由來。」由此成語的典故可看出

當時的政治局勢出現何種特色？ (A)周天子已經無實質權力 (B)楚王畏懼周天子的權威 (C)周天

子更穩固封建秩序 (D)楚王統一各國取代天子 

( D) 4. 秦始皇是中國史上第一位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統一天下後，他繼承了東周以來實施的中央集權與

郡縣制度，奠定了中國政治史上兩千餘年的專制政治格局。請問：秦始皇的哪一項措施有助於中央集

權的統治？ (A)設立太學擇優任官 (B)實施九品官人之法 (C)依照宗法分封諸侯 (D)統一文字與度

量衡 

( C ) 5.「此一制度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考察及選取人才，並將符合倫理道德規範者，如『孝子』、『廉吏』，

推荐給上級長官或者中央，通過考核者便可任命官職。」上述的選才制度應該是在下列何時期？ (A)

商 周時代 (B)秦代 (C)漢代 (D)隋代 

( C ) 6.唐太宗曾說：「自古以來君主都重視漢人，歧視外來胡族，可是我能夠不分胡 漢，一視同仁。」請問：

唐太宗這句話所反映的史實與意義為何？ (A)唐太宗一視同仁對待外族，故被尊為「天可汗」 (B)

此為唐太宗自誇，實際上胡人很少擔任唐朝官員 (C)這是胡 漢長期交流的成果，使唐代文化兼容並蓄

 (D)其實魏 晉 南北朝的胡族君主對胡 漢都能一視同仁 

( C ) 7.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原意是要他聯絡盟國夾擊匈奴，雖然沒有達成結盟的目的，但是張騫的出使

卻帶來意外的成果，這主要是指下列何者？  (A)漢朝征服西域，將新疆納入漢朝版圖 (B)漢朝

與西域諸國維持兩百多年的和平 (C)增進漢朝與西域之間文化、經貿交流 (D)促使歐洲的羅馬帝國

派遣使節來中國 

( B ) 8.契丹族原為草原民族，後來之所以能持續向南擴張，與什麼原因有關？ (A)聯合蒙古族，攻擊漢人

 (B)取得漢人農業生產區，強化國力 (C)利用貿易優勢，吸引南方民族投降 (D)拒絕吸收他族文

化，保有強悍風格 

( C ) 9.宋朝曾與外族簽訂一項盟約，盟約內容約定兩國為兄弟之國，因遼聖宗年幼，故稱宋真宗為兄。請問：

這項盟約對宋朝而言有何意義？ (A)建立至高的皇帝權力 (B)擴大宋朝的疆域範圍 (C)建立平等的外

交關係 (D)澈底解決外患的威脅 

( A ) 10.宋朝統一了中國，卻無法創造一個內政外交強大的盛世。一般認為宋朝國勢不強的原因，除了偏重文

人政治的國策導致武力不盛外，也與地理因素有關。宋朝的北方邊防空虛無險可守，而外族騎兵機動

迅速，可長驅直入華北，威脅宋都汴京。請問：造成宋朝「北方邊防空虛無險可守」的關鍵為何？

 (A)外族取得燕雲十六州  (B)中央無力控制地方武力 (C)蒙古西征擴大統治範圍 (D)歲收

減少無力修築長城 

( D ) 11.歷史課堂上，同學們在討論某一朝代盛世的特色。 

 甲同學：「此時君主的權力達到極盛，但在盛世的表象下，有一股嚴厲的政風。」 

 乙同學：「朝廷表面上支持學術事業，不少讀書人卻因文字獄慘遭迫害。」 

 丙同學：「這長達一百多年的盛世，在平定地方諸王的叛亂後，內部的統治愈見鞏固；對西北多次用

兵，將今日的蒙古、新疆、西藏納入版圖。」 

 請問：同學們所討論的是哪一個朝代？ (A)唐代 (B)宋代 (C)明代 (D)清代 

 ( B )12.鄭和七次下西洋象徵著明代發展朝貢貿易的重要時期，鄭和的船隊雖配備強大的武裝，但並不用武力，

而是利用瓷器、絲綢、金屬貨幣等，交換各國的珍珠寶石、香料及珍禽異獸，藉此贏取各國的信任。許

多國家在鄭和訪問後，派遣使團甚至是搭乘鄭和的船隻來中國「朝貢」，並與明代建立邦交及貿易往



來。在此後一段頗長的時間裡，明代聲威一度可與唐太宗的天可汗制度媲美。請問：根據上述可知，明

代在處理對外關係上，維持著什麼樣的態度？ (A)平等對待 (B)天朝上國 (C)兼容並蓄 (D)有求必

應 

 ( D )13.自新航路發現後，對世界歷史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下列何者是其對當時中國的影響？ (A)為了

購買美洲作物，白銀因而大量流出中國 (B)中國對外貿易增加，解決了走私貿易的問題 (C)中國

沿海的居民開始大量移民到東南亞地區 (D)世界各地與中國的聯繫增強，貿易蓬勃發展 

( D )14.英國使節團兩次出使中國皆告失敗，多年後，英國政府為使中國同意其要求，改採什麼策略？ (A)

與中國斷絕一切外交商業往來 (B)三度派遣使節來華，進行協商 (C)對中國稱臣，以換取平等貿易 

(D)出兵中國，企圖迫使清廷屈服 

( B )15.有關自強運動的內容與成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北洋艦隊等單位，顯

示清廷全面西化的決心 (B)過分偏重軍火武器的模仿，欠缺對西方事物的整體了解，成果有限 (C)

重視民生經濟更甚於軍事國防，導致軍隊實力不足，對外戰爭失利 (D)全盤學習西方制度，捨棄傳統

中國文化，招致批評，因此成效不佳 

( C )16. 清末一位學者有感而發的說：「民主革命破壞力太大，中國已有東亞病夫之名，不應服食猛藥，而

導致國家滅亡。英、日兩國皆以君主立憲而國家富強，可為取法的對象。」針對當時中國的危局，這位

學者最可能採取何種行動？ (A)參與革命推翻滿清 (B)練習拳法抵禦外侮 (C)建議朝廷推行憲政 

(D)購買西式槍炮抗敵 

( D )17. 有兩位知識分子，正在談論清政府所公布的詔令。文浩說道：「我辛辛苦苦寒窗苦讀十年，就是為

了要在科考上一舉成名，從此光耀門楣，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俊熙回答道：「是啊！政府廢除科舉

考試，等於是斷了我們的出路，我們以後該何去何從呢？」根據這兩位知識分子的談話內容可知，當時

政府正在推動哪一項改革？ (A)自強運動 (B)戊戌變法 (C)立憲運動 (D)庚子後新政 

( A )18. 清末大臣李鴻章晚年曾感嘆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海軍，都是紙糊的老虎，從未能大刀

闊斧的辦理。」李鴻章將衰敗的清帝國形容是一間破屋，而他不過是一個用紙片裱糊破洞的工人。如果

破洞是小風、小雨所造成的，他還可隨時修補，但是突如其來的強風豪雨，則讓他措手不及，既無法事

先防範也無力修補。下列哪一措施與李鴻章的「紙糊工作」為同一時期的改革？ (A)興建鐵路，學

習西方技術 (B)修訂憲法，實施君主立憲 (C)引進西學，批判儒家思想 (D)改良科舉，保障傳統

士紳 

 ( D )19.上海擁有「東方巴黎」的美譽，各式高級洋房林立，法國的流行文化藉由刊物也傳入到上海地區，帶

動時尚的文化風潮。然而，外來文化之所以可以快速進入上海與下列何事有關？ (A)設立各式郊商 

(B)提供貿易優惠 (C)是唯一的通商口岸 (D)設立外國租界 

( B )20. 一則資料中提到：「上海自風行報紙後，以各報出版皆在清晨，故破曉後，賣報者群集於報館之門，

爭先恐後，擁擠特甚，甚有門尚未啟，而賣報人已在外守候者，足證各報消暢之廣。」下列何者即當時

較具代表性的報刊？ (A)美麗島 (B)萬國公報 (C)臺灣青年 (D)自由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