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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興國中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 

國二地理科試卷 

                                   班     號 姓名          
一、 單選題（1~35 題每題 2 分；36~45 題每題 3 分，共 45 題）   

※我國外交部及觀光局為擴展臺灣的外籍旅客，推出各種措施及方案，希望建立友善的旅

遊環境，發展無煙囪工業—觀光業，更積極推動清真認證，如右圖。來自土耳其的穆斯林

阿里，藉由觀光局的行銷，在暑假時到台灣旅遊，請問 1~7 題： 

1. 觀光局欲在該宗教信仰區進行廣告宣傳，右圖哪一地區最為適合？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 阿里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他每天必須行五次禮拜，分別為晨禮、

晌禮、晡禮、昏禮和宵禮，請問他是朝下列哪一個城市的方向拜？ 

(Ａ)耶路撒冷 31.5°N， 35°E  (Ｂ)開羅 30°N， 31°E 

(Ｃ)伊斯坦堡 41°N， 29°E    (Ｄ)麥加 21.5°N， 39.5°E。 

3. 承上題，阿里在台旅遊期間，他所朝拜的方向最接近下列何者？  

(Ａ)東方 (Ｂ)西方 (Ｃ)南方 (Ｄ)北方。 

4. 阿里其中一站到嘉義阿里山，導遊順道帶阿里逛嘉義的傳統市場，他們最可能去吃哪一組美食？ 

(Ａ)牛肉麵、珍珠奶茶 (Ｂ)火雞肉飯、豬血湯 (Ｃ)燒酒雞、筒仔米糕 (Ｄ)刈包(虎咬豬)、貢丸湯。 

5. 阿里住宿嘉義飯店時，遇到另一位遊客阿丁，發現彼此有相同的信仰，生活作息皆以『☆經典』為

依歸，因而有更多話題可聊。請問：『☆經典』最可能是？ 

(Ａ)新約聖經 (Ｂ)舊約聖經 (Ｃ)古蘭經 (Ｄ)金剛經。 

6. 承上題，阿里與阿丁相約到北部旅遊時，週五如有時間要一起去『X 地』做禮拜，請問：『X 地』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萬華龍山寺 (Ｂ)台北清真寺 (Ｃ)清水祖師廟 (Ｄ)天主教聖家堂。 

7. 阿里在台期間遇到的哪一狀況，是他的家鄉最不可能出現的現象？ 

(Ａ)寒害侵襲 (Ｂ)地震傷亡 (Ｃ)颱風來襲 (Ｄ)炎熱高溫。 

※以色列 1948 年建國的國歌歌詞唱道：「回到錫安和耶路撒冷的土地，在我們自

己的土地上成為自由的民族」，耶路撒冷一直是以色列信仰的中心和最神聖的城

市。不過同時，拋去宗教色彩的話，該城本身就具有軍事要塞的戰略意義，大衛

王當年選擇定都於此就有此考量。在聯合國最初的以巴分治方案中，以色列所分

到的多為沿海平原和南方沙漠，巴勒斯坦則擁有制高點的中央山脈以及肥沃的約

旦河谷，一旦巴勒斯坦居高臨下發射火箭，就可以輕易擊中特拉維夫機場等重要

資產，缺乏戰略縱深、三面被穆斯林包圍的以色列則很難建立防禦體系。 

  基督徒也相當重視耶路撒冷，因為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在這裡受難、埋葬、

復活、升天。伊斯蘭教亦將耶路撒冷列為麥加、麥地那之後的第三聖地，以紀念穆罕默德的夜行登霄。

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一個對比強烈的城市。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社會不同階層，同處一城；

城市的東西兩部分截然不同，發展水平懸殊，請問 8~13 題： 

8. 請問文中描述主要是哪兩個國家之間的衝突？ 

(Ａ)約旦、敘利亞 (Ｂ)以色列、敘利亞 (Ｃ)巴勒斯坦、約旦 (Ｄ)以色列、巴勒斯坦。 

9. 承上題，根據文章敘述推論，雙方發生衝突的原因，下列何者正確？  

(A)當地石油蘊藏豐富，雙方都想要爭奪 (B)以色列面臨印度洋，自古以來就是交通要衝 (C)雙方

信仰不同，爭奪聖地及土地引發了許多仇恨 (D)兩國互相爭奪尼羅河的水資源。 

10. 文中提到當地族群交錯分布，下列何者不是當地的主要族群？ 

(Ａ)猶太人 (Ｂ)庫德族人 (Ｃ)阿拉伯人 (Ｄ)朝鮮人 

11. 因聖城耶路撒冷對於阿拉伯人的意義深遠，因此每年均有許多教徒前往

右圖中哪一區域朝聖膜拜？  

(Ａ)Ⅰ (Ｂ)Ⅱ (Ｃ)Ⅲ (Ｄ)Ⅳ。 

12. 若我們要在暑假前往耶路撒冷參訪，則其天候狀況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Ａ)晴空萬里 (Ｂ)寒冷乾燥 (Ｃ)大雪紛飛 (Ｄ)炎熱暴雨。 

13. 根據上文所述推論，下列何者正確？ 

(Ａ)耶路撒冷除了宗教色彩濃重外，亦為重要軍事要塞 (Ｂ)耶路撒冷

是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聖城 (Ｃ)巴勒斯坦地勢較

低，戰略位置較易守難攻 (Ｄ)猶太人將耶路撒冷列為麥加、麥地那之後的第三聖地。 

https://geohack.toolforge.org/geohack.php?language=zh&pagename=%E4%BC%8A%E6%96%AF%E5%9D%A6%E5%A0%A1&params=41.01_N_28.9603_E_
https://geohack.toolforge.org/geohack.php?language=zh&pagename=%E4%BC%8A%E6%96%AF%E5%9D%A6%E5%A0%A1&params=41.01_N_28.9603_E_
https://geohack.toolforge.org/geohack.php?language=zh&pagename=%E4%BC%8A%E6%96%AF%E5%9D%A6%E5%A0%A1&params=41.01_N_28.9603_E_
https://geohack.toolforge.org/geohack.php?language=zh&pagename=%E4%BC%8A%E6%96%AF%E5%9D%A6%E5%A0%A1&params=41.01_N_28.9603_E_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5%BE%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E5%8F%97%E9%9A%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E8%91%AC%E7%A6%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E5%A4%8D%E6%B4%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E5%8D%87%E5%A4%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A6%E5%8A%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A6%E5%9C%B0%E9%82%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86%E7%BD%95%E9%BB%98%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C%E8%A1%8C%E7%99%BB%E9%9C%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A6%E5%8A%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A6%E5%9C%B0%E9%82%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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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西亞與北非特殊的水利設施，其構造如圖所示。當地農民在耕地上，栽種較高大的果樹，並在

其綠蔭下，種植棉花、麥類、瓜果等，作物成層分布。最高

層的樹種較耐旱、耐熱，紅熟的果實可供食用，但保鮮不易，

大部分是以果乾進行買賣，一般只有在產地才吃得到新鮮果

實，果肉含糖量高，可作糧食、製糖或釀酒，籽可以榨油，

是當地重要的經濟作物。請問 14~21 題： 

14. 此種水利設施稱為什麼？  

(A)地上運河 (B)滴灌 (C)坎井 (D)深層地下水井。 

15. 當地屬於何種農業類型？  

(Ａ)酪農業 (Ｂ)綠洲農業 (Ｃ)熱帶栽培業 (Ｄ)地中海型農業。 

16. 當地最可能是何種氣候類型？  

(Ａ)  (Ｂ)  (Ｃ)  (Ｄ)  

17. 承上題，當地氣候的成因為何？  

(A)副熱帶高壓壟罩 (B)位於大陸內陸 (C)沿海有暖流流經 (D)終年西風吹拂。 

18. 修建這種水利工程的最主要原因是：  

(A)禁止他人盜取 (B)減少蒸發 (C)防止滲透 (D)添加土壤養分於水中。 

19. 當地農民在耕地上，栽種較高大的果樹。請問：『最高層的果樹』最可能是？ 

(Ａ)棕櫚樹 (Ｂ)芒果樹 (Ｃ)橄欖樹 (Ｄ)棗椰樹 

20. 在臺灣購買到的『高大的果樹』加工乾果，最可能來自哪個國家？ 

(Ａ)日本 (Ｂ)法國 (Ｃ)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Ｄ)印度尼西亞。 

21. 此種灌溉方式最可能出現在中國哪一個行政區？   

(A)西藏自治區 (B)四川省 (C)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D)福建省 

※右圖為一本介紹世界特色的文章上所看到的圖片，請問 22~24 題： 

22. 從圖片內容分析，這篇文章介紹的是下列何地區？ 

(A)南海 (B)幾內亞灣 (C)黑海  (D)波斯灣 

23. 承上題，豐富的石油對於該地的影響，下列何者「錯誤」？ 

(A)經濟結構逐漸轉向工商業 (B)當地成為人口移出區  (C)因資源爭

奪產生更多紛爭 (D)產油國與非產油國間貧富差距擴大。 

24. 承上題，右圖為當地的

房屋及人民服飾的特

色，由圖判斷，此與何

種地理環境最有關？  

(A)地形起伏 (B)氣候

環境 (C)政治體制  

(D)土壤貧瘠。 

25. 下列是不同月分到北半球某地旅遊應注意的事項：「一月溫度較低且降雨機率高，記得準備厚外套、

手套、圍巾和雨具；四月時山花漸開，下雨的機率漸減；七、八月氣候偏乾且日照強烈，需注意防

曬；十月起天氣漸涼，早晚溫差大，且雨水漸多，可帶件薄外套。」該地最可能是何種氣候類型？

(Ａ)熱帶莽原氣候 (Ｂ)溫帶海洋性氣候 (Ｃ)熱帶沙漠氣候 (Ｄ)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26. 承上題，當地的氣候圖為下列何者？ 

(A)  (B)   (C)   (D)   

27. 熱帶雨林氣候與熱帶莽原氣候，這兩種氣候環境的最主要差異為下列何者？  

(Ａ)溫度高低 (Ｂ)年雨量多寡 (Ｃ)風力強弱 (Ｄ)乾季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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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與北非受環境限制，多以畜牧為

主，少數有水灌溉的地區得以發展灌

溉農業。近年來，因人口成長，此區

的灌溉面積不斷增加。右圖為西亞與

北非灌溉類型分布圖，請問 28~31 題： 

28. 如果到當地考察，無法觀察到下

列何種農業型態？  

(A)地中海型農業 (B)綠洲農業 

(C)熱帶栽培業 (D)灌溉農業。 

29. 下列對於各地區灌溉方式的敘述

何者錯誤？ 

(Ａ)A 區：山上融化的雪水滲入地

下水層後，再利用地下水道將地下水引到山腳下的綠洲 (Ｂ) B 區：高原上利用鑿井技術抽取地下

水，並使用軸心噴灌系統灌溉 (Ｃ) C 區：以色列利用電腦控制灌溉水量，除了可節省灌溉用水外，

也能避免土壤鹽鹼化 (Ｄ) D 區：興建水壩前，因河水定期氾濫、沖積，形成帶狀綠洲、河口三角洲。 

30. 根據某地的中央統計局資料顯示，該地 74.7%是猶太人(648.4 萬人)、20.8%是阿拉伯人(180.8 萬)、4.5%

是非阿拉伯裔之基督徒、其他宗教信徒或無宗教歸屬者(38.8 萬人)，18.3 萬名外國人居住在該地境

內。請問：上述地區最可能是上圖哪一個地區？ 

(Ａ) A 區 (Ｂ) B 區 (Ｃ) C 區 (Ｄ) D 區。 

31. 下列哪張等高線圖，最可代表「E」區最主要的地形主體？ 

(A)   (B)   (C)   (D)  

※杜拜因石油的開採與輸出，成為西亞最富有地區之一。由於經濟飛速的發展，對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大。

然而，地下蘊藏的石油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此自 1970 年代起，杜拜即進行多元化的建設與發展，

包含觀光業、金融業、國際貿易轉運站，以吸引來自全球的資金、勞工與觀光客。  

  杜拜全年陽光普照，海灘優美、海水湛藍。但原始的海岸線不足以容納更多的觀光客，為了延長海岸線，

花費數百億修建人工島。島上建造奢華度假勝地和購物中心，並以風景如畫的白色沙灘和一年四季陽光

吸引各國投資者與富豪。根據世界觀光旅遊委員會（WTTC）報告，2019 年杜拜已被列為第三大國際旅

遊都市，排名僅次於香港和澳門，旅遊總收入為 279 億美元，占杜拜 GDP 的 11.5％，請問 32~34 題： 

32. 杜拜因位於下列哪個位置，而成為西亞的貿易轉運站？  

(Ａ)  (Ｂ)  (Ｃ)  (Ｄ)  

33. 促使杜拜自 1970 年代起即進行多元化的建設與發展的主要原因為何？  

(Ａ)國內族群複雜多元，社會動盪不安 (Ｂ)勞力成本提升，促使產業升級 (Ｃ)國家基礎建設不足，

經濟發展受限 (Ｄ)降低對單一礦產資源的依賴。 

34. 人工島是指人工建造，而非自然形成的島嶼。一般是在小島和未露出於海面礁石基礎上建造，屬於

填海造陸的一種。請問：杜拜沿岸可能具備哪種自然條件，而能建造人工島呢？ 

(Ａ)海底深度較深 (Ｂ)大陸棚廣闊 (Ｃ)海水鹽度高 (Ｄ)珊瑚礁遍布。 

35. 老師上課時，帶來一包牛奶糖請大家吃，並介紹這牛奶糖可大有來頭：它是源

自一個世界重要的乳酪產地，並展示當地的氣候圖，如附圖所示。請依右圖中

氣候特色加以判斷，該牛奶糖的產地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處？ 

(Ａ)北半球熱帶的牧場 (Ｂ)北半球溫帶的牧場 (Ｃ)南半球熱帶的牧場    

(Ｄ)南半球溫帶的牧場 

※右圖為西亞地區四條剖面示意圖，請問 36~37 題： 

36. 圖中哪條剖面所經過的地理區，因地質相對較不穩定，最容易有地震出現？

(A)甲 (B)乙 (C)丙 (D)丁 

37. 承上題，此區地震頻繁的原因為何？ 

(A)板塊擠壓 (B)超抽地下水 (C)鑽油平台造成 (D)地質多石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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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元的布施，卻導致 85 人死於踩踏意外？」葉門首都沙那（Sanaa）19 日發生大規模踩踏意外，造

成至少 85 人死亡、322 人受傷；控制該區的胡塞反抗軍（Houthis）政府表示，踩踏意外源於當地商人在

沙那舊城區舉辦慈善活動，向大眾分發每人約 9 美元的善款，結果吸引了數百人湧入而釀禍。 

  今年 3 月下旬至 4 月下旬之間是穆斯林的齋戒月，向窮人布施也是齋戒月儀式之一，4 月 19 日晚間在沙

那舉辦的這場慈善活動，就選在開齋節（4 月 23 日）前不久，由當地商人向民眾分發小額金援，這場慈

善活動分發每人 9 美元的善款金額並不高，為何竟吸引數百人湧入活動場地？原因或可歸於葉門因長期

內戰而陷入的極端貧困狀態，葉門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甚至包括胡塞軍的政

府雇員；因經濟狀況惡劣，這些政府雇員亦在多年內戰中，未能正常領取公務員工資。請問 38~39 題： 

38. 由文章判斷，葉門當地主要信仰哪一宗教？(A) 印度教 (B)猶太教 (C)伊斯蘭教 (D)基督教。 

39. 「五功」指的穆斯林生活上所需遵守的五項基本原則，要求穆斯林須奉行「念、禮、課、齋、朝」

的功課，上述文章與那一項功課最相關？ 

(Ａ) 念 (Ｂ) 禮 (Ｃ) 齋 (Ｄ) 朝。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分析， 近 3 年全球需要緊急援助的人數翻了一倍，達到 3.4 億，據非政府

組織「國際救援委員會」（IRC）估計，約 80％是由衝突導致。此外，同時遭受多場戰爭或軍事衝突的國

家近年也變多了，2001 年到 2010 年平均每年 5 個國家陷入此境地，現在卻有多達 15 個國家飽受衝突摧

殘。相較於俄羅斯企圖征服烏克蘭，大多數現代武裝衝突都更加複雜難解，這些衝突通常是內戰、有外

國勢力干涉，主要發生在貧窮又面臨氣候危機的國家，例如北非近日再度爆發血腥內戰的蘇丹。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專家布拉特曼（Christopher Blattman）在《我們為何而戰》（Why We Fight）一書中估計，

一場典型的 5 年內戰會使國家人民的平均收入減少 20％。戰爭使國家陷入貧窮、犯罪、飢餓、疾病的惡

性循環，讓更多人民流離失所，據聯合國難民署 3 月底估計，全球難民人數已突破 1 億大關。 

《經濟學人》指出，現代軍事衝突變得更難調解有幾個原因。首先，國際法規範逐漸被破壞。聯合國安

理會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入侵烏克蘭、殺害平民和綁架兒童；另一常任理事國中國

仍稱被控犯有戰爭罪的普京為「親愛的朋友」──這證實了對某些世界大國來說，「強權就是正義」，也

讓地區惡霸更敢為所欲為。例如在蘇丹，幾乎沒有人就戰爭大規模屠殺、奴役，向獨裁者追究責任。獨

攬大權近 30 年的獨裁者巴希爾（Omar al-Bashir）2019 年被推翻下台，換來的不是民主，而是軍頭掌權和

軍閥內鬥。蘇丹政府軍總司令布爾漢（Abdel Fattah al-Burhan）、準軍事武裝團體「快速支援部隊」（RSF）

指揮官達加洛（Mohamed Hamdan Daglo）互相爭奪權力數週後，15 日清晨開始暴力相向，在首都喀土穆

（Khartoum）等多個城市展開激烈武裝衝突。請問 40~45 題： 

40. 根據上敘述，其標題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為了奪取石油！武裝衝突再起！ (Ｂ)聯合國改革！大國正義再現！ (Ｃ)響應 4月 22日世界地

球日！關心世界氣候變遷！ (Ｄ)人命如草芥！全球戰火衝突時間長、和平希望渺茫！ 

41. 蘇丹今年四月爆發的衝突，與下列何者『最無關』？ 

(Ａ) 國際政治角力干預內戰，內戰淪為代理人戰爭的狀況 (Ｂ) 因戰亂、飢荒而流離失所的人民離

鄉背井並引發衝突 (Ｃ) 國際法規範逐漸被破壞，「強權就是正義」，讓地區惡霸更敢為所欲為   

(Ｄ)氣候變遷造成當地連日遭受暴風雪侵襲，讓災民流離失所。 

42. 西亞為右圖三大宗教發源地，但內部教派的差異也是武裝衝突的原

因之一，在政府和氣候都一團糟的國家，更容易有宗教極端主義與

犯罪孳生。請問：「丙」宗教應為下列哪一種？  

(A)伊斯蘭教 (B)基督教 (C)印度教 (D)猶太教。 

43. 當各國在討論永續發展目標(SDGs)並立下『不拋下任何人』的豪語

之際，戰爭或軍事衝突卻產生許多難民，造成一場自二戰以來最為

嚴重的難民潮襲捲歐洲，也被稱為當今時代「最嚴重的人道危機」。

正在各地上演的人道危機正考驗著各國的決心及能力，要不拋下任

何人，並邁向永續發展的目標，根據地緣因素，下列何者「最不可

能」是歐洲難民來源地區？ 

(A)南亞羅興亞人 (B)伊拉克內戰 (C)北非經濟難民 (D)敘利亞內戰 

44. 承上題，進入歐洲的難民最「不可能」利用那一個管道進入歐洲？

(A)從北非搭船橫渡，由地中海到達歐洲 (B)從西亞開始步行，由安納托利亞高原進入歐洲      

(C)從西亞搭船，由海上偷渡至歐洲  (D)由中亞搭船至歐洲。 

45. 右圖也是武裝衝突的原因之一。由右圖推論，下列哪一項可

能是造成西亞與北非衝突的因素？(Ａ)種姓制度盛行，影響

階級流動 (Ｂ)位中緯度，為世界重要糧倉 (Ｃ)地處歐 亞 非

三洲交界，交通位置重要 (Ｄ)水源充沛，各國爭奪河川用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86%E6%96%AF%E6%9E%97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23/04/17/the-worlds-deadliest-war-last-year-wasnt-in-ukraine
https://icdfblog.org/2016/01/05/%E3%80%8C%E4%B8%8D%E6%8B%8B%E4%B8%8B%E4%BB%BB%E4%BD%95%E4%BA%BA%E3%80%8D-%E5%85%88%E8%A7%A3%E6%B1%BA%E6%95%98%E5%88%A9%E4%BA%9E%E5%95%8F%E9%A1%8C%E5%90%A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