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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桃園市立同德國中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評量題目卷 

科目 歷史 
命題 

教師  得分  共 2 張 3 面 

範圍 L5~L6 班級 八 年    班 姓名 
 

 
座號  

一、選擇題（每題 5 分） 

21. 十八世紀中期，隨著工商業快速發展，西方國家渴望中國放寬通商限制，在幾次交涉不成後，逐漸轉為激烈衝突。下列

通商限制的敘述，何者有誤？ 

（A）不能任意與中國商人交易      （B）貿易港口僅限廣州、泉州   

（C）需遵守朝貢貿易的規則        （D）不得直接與官方往來。 

22. 1896 年 9 月 13 日，《紐約時報》特別專文介紹中國的郵政，文中提到，中國自古以來靠驛站傳遞公文，靠民間私營機構

傳遞民間書信，但兩者均腐敗不堪。1876 年，清廷設立「送信官局」，開始中國近代郵政制度。請問：近代郵政機構應

設立於下列何種地區？ 

（A）各省官衙  （B）邊區驛站  （C）通商口岸  （D）外國使館。 

23. 晚清眾多對外戰爭的失敗，對中國外交上的打擊便是「天朝體制」瓦解，被迫接受與其他國家是「國與國」的關係，而

非「宗主國與保護國」的關係。下列何項措施足以顯示清帝國「天朝體制的瓦解」？ 

（A）設立公行專責貿易事務  （B）允許英國遣使覲見皇帝  （C）下詔預備立憲  （D）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24. 清末在中國出現一種平民百姓學習英語的風潮，由於沒有正式的英語教育，中國人學習英文時，經常出現發音上的障礙，

例如：將「咖啡」唸成「加非」，「啤酒」唸成「比耳」，巧克力唸成「炒扣來」，讓外國人一頭霧水。請問：此種學習英

語的風潮應興起於何時？ 

（A）鴉片戰爭後  （B）英法聯軍後  （C）甲午戰爭後  （D）八國聯軍後。 

25. 【圖一】是民國初期的國小教科書，按文中所述，中國與外國關係不對等，受到

不平等待遇，請問：這種局勢的形成是以清末哪一場戰爭為發端？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甲午戰爭  （D）八國聯軍。 

26. 十九世紀中期，東亞地區在西力的衝擊下，陸續展開改革運動，其中以日本成效

最為卓著，躋身世界列強之列。以下四位同學對改革後的日本提出自己的想法，

僅有何人所述完全正確？ 

（A） 以喬：曾發動牡丹社事件，並因此而併吞臺灣 

（B） 奕亘：中國與日本因遼東半島問題爆發甲午戰爭 

（C） 詩錡：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割讓朝鮮給日本 

（D） 念慈：日本戰勝俄國後，勢力進入中國東北 

27. 十九世紀中期，東亞地區在西力衝擊下，陸續展開改革運動，中國和日本皆曾在這波浪潮下進行改革，立恩將兩國改革

之異同製成表格，下列何者需要修改？ 

項目 （A）時間 （B）外力刺激 （C）開端 （D）改革重心 

中國—自強運動 
始自 1860 年代 

英、法要求開港 
皆因戰敗，決心改革 

注重軍事國防 

日本—明治維新 美國要求開港 全面改革 

28. 晚清時期，民眾對於公眾事務的關注度提高，報刊亦如雨後春筍般出版，有外國人創辦的報章雜誌，亦有中國人自辦的

報刊。這些刊物的出現，有助於西方新思潮的引進，亦能帶動城市庶民文化的發展。下列四種報章雜誌何者最具有通俗

性，深具文化啟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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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A） （B） （C） （D） 

29. 十九世紀初期，英商大量走私鴉片，嚴重危害中國，當時擔任兩廣總督的林則徐曾上書皇帝：「迨流毒於天下，則為害

甚巨，法當從嚴。 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促使當時的皇帝下令

嚴禁鴉片。按林則徐所奏，鴉片對中國哪些方面造成危害？ 

甲、 國防  乙、財政  丙、外交  丁、文化。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丙。 

30. 萓萱在一本歷史書籍中看到如【圖二】的插圖和文字說明：「日前上午七點鐘，

余沿途所經女子小學堂，見女子絡繹不絕，自七、八歲至十二、三歲不等，

心輒為之起敬。蓋今日之學生，即異日家庭有教育之賢母也。惟眾學生步履

維艱，纏足仍居大半，豈該家長拘執舊見，尚有一半未文明耶？」中國社會

從大力鼓吹女子纏足，以小腳為美，並主張女性應「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轉變為力倡女子天足，接受教育是受到何種思想影響？ 

（A）自由權  （B）平等權  （C）受益權  （D）參政權。 

31. 上海，原本只是中國一座小漁村，但在外國人進駐後，出現中國最早的電燈，

西式餐館、咖啡廳逐漸普及，路上的行人也逐漸改換西服、洋裝，成為全中國最

摩登的城市。請問：上海的蛻變應始於何時？ 

（A）十七世紀  （B）十八世紀  （C）十九世紀  （D）二十世紀。 

32. 1900 年一群號稱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民進入北京，引起列強聯合出兵的八國聯軍。如果穿越時空來到當時的中國，可以

感受到何種氛圍？ 

（A） 義和團打著「推翻清朝」的口號   （B）朝廷極力阻止義和團發動攻擊   

（C）義和團攻擊的對象是外國人和教民  （D）光緒皇帝坐鎮北京，仍不敵列強攻擊。 

33. 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慈禧太后是一味與外國求和，簽訂不平等條約，只顧自己享樂的掌權者；排斥西學，延誤中國

進步的守舊派人士。但在外國人的眼中，慈禧太后卻是一位偉大的女性。美國傳教士 Arthur Henderson Smith 評價慈禧太

后：「中國的門戶面對敵對勢力從來未被打開，這在中國半獨裁統治的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要求一個原因，我想只能

說是這位統治者本人擁有一種獨特的品質與才能。」慈禧太后雖為晚清較保守的人士，但對於中國的改革仍有所貢獻，

下列哪一項改革即與慈禧太后有關？ 

（A）提倡自強運動  （B）設立京師大學堂  （C）廢除科舉制度  （D）公布責任內閣名單。 

34. 清末政府雖力求改革，但成效十分有限，中國人民在數次的失望中逐漸傾向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府，最後在「西元

1911 年」結束清政權。然而，以西元紀年是西方國家的記錄方式，按中國傳統應是以「干支紀年」，如：西元 1894 年為

甲午年，西元 1900 年是庚子年，按此規則，清帝國的最後一年應是何年？ 

（A）乙未年  （B）戊戌年  （C）辛丑年  （D）辛亥年。 

二、題組（每題 5 分） 

✽清帝國在屢遭西力衝擊下，有志之士紛紛提出希望政府改革的請願，希望能救亡圖存、力挽頹勢，下列是當時知識份子的

建言，請依據文章內容回答問題： 

資料一：「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

事，諸國搆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今日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使天下有志之士，無

不明於洋務，庶練兵、製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漸精強。積誠致行，尤需歲月遲久，乃能有濟。」 

資料二：「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然國家既不以此取士，學成亦無所用，……今吾蓋見通商各岸之商賈，西

文學堂之人士，攘臂弄舌，動曰四書六經為無用之物，而教士之著書發論亦侃侃言曰中國之衰弱由於教之未善。…科舉之制

不改，便缺乏才學；師範學堂不立，便無適當的教師；專門學問不加歐分，便不能專精。這三者是中國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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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閱讀「資料一」可知，上書者希望清帝國進行哪方面的改革？ 

（A）器物  （B）制度  （C）思想  （D）全面西化。 

36. 「資料二」認為中國改革成效不彰與何者關係密切？ 

（A）改革只注重武器的購買，而忽略教育的推動  （B）地方人士大力提倡改革，但中央守舊派人士仍舊反對 

（C）中國傳統儒學不適用，應全盤西化方能救國  （D）若不改革考試及學校制度，雖引進西學亦無用。 

37. 按照你對清帝國晚期各項改革背景之理解，「資料一」和「資料二」應分別是想促成何項改革？ 

（A）自強運動、戊戌變法  （B）戊戌變法、庚子後新政  （C）庚子後新政、立憲運動  （D）自強運動、庚子後新政。 

✽清末以來，清廷面臨一連串對外戰爭的挫敗，逐漸展開回應與改革。請見下表，回答下列問題： 

 

 

 

 

 

38. 清帝國在受到哪一場戰爭衝擊下才警覺到中國確有不如外人之處，推動大規模的改革運動？ 

（A）甲  （B）乙  （C）丙  （D）丁。 

39. 李鴻章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他沉痛地總結他一生的努力是悲嘆何戰役的失敗？ 

（A）丙  （B）丁  （C）戊  （D）己。 

40. 清帝國末年在眾多西力衝擊下，中國有志之士曾經想方設法提出救國之策，力挽中國頹勢，其中哪一場戰役的衝擊促使

人民力倡「君主立憲」？ 

（A）乙  （B）丙  （C）戊  （D）己。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宣統 

西力

衝擊 

1840 年 

甲 

1857~1860 年 

乙 

1874 年 

丙 

1894 年 

丁 

1900 年 

戊 

1904~1905 年 

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