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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民族國中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八年級地理科題目卷 
                                                       年  班  號 姓名：          ＿＿

一、 配合題（每題2分） 

◎為了解不同地理區的特色，可以利用自然、人文等因素作為

畫分依據，便於我們描述和應用。下列有  2 種不同的區域畫
分圖，請找出每張圖對應的畫分依據，填入正確的代號。 
（Ａ）行政區域     （Ｂ）自然與人文 

（Ｃ）地勢高低     （Ｄ）經濟發展 

 

1.  

  

2.  

 

二、 選擇題（每題2分） 

3. 下列何者是直轄市，也是中國的首都？ (Ａ)南京  (Ｂ
)北京 (Ｃ)上海 (Ｄ)重慶。 

4. 附圖中的交通工具，最可能在下列
何處看到？ (A)橫斷山脈 (B)大

興安嶺 (C)黃土高原 (D)塔里木

盆地。 

5. 目前中國的疆域面積占居世界第四
名。請問：國土面積比中國廣大的

國家不包括下列何者？ (Ａ)俄羅

斯 (Ｂ)加拿大 (Ｃ)日本 (Ｄ)美國。 
6. 中國的崑崙山、喜馬拉雅山等大致呈現東西走向，其成因
和下列何者關係最大？ (Ａ)內營力板塊作用 (Ｂ)內營

力火山作用 (Ｃ)外營力侵蝕作用 (Ｄ)外營力堆積作用

。 
7. 美國著名網站 google 上放置了世界各地

的衛星圖片，並提供給廣大的網友使用。

若在該網站上欲尋找中國的地理位置，應

於附圖中哪一地區搜尋？ (Ａ)甲 (Ｂ)

乙 (Ｃ)丙 (Ｄ)丁。 

8. 中國位於歐亞大陸，和太平洋之間相隔三個緣海。請問：
何者因為地理位置的影響，和韓國及日本的經濟海域出現

重疊的爭議？ (Ａ)東海 (Ｂ)南海 (Ｃ)黃海 (Ｄ)渤

海。 

9. 某旅行團的介紹如下：「該地的面積有 12 萬平方公里，

氣候溫暖溼潤，盛產水稻和茶葉，素有『山國』之美稱。

」請問：上述旅行團的目的地應為哪一地形區？ (Ａ)四

川盆地 (Ｂ)雲貴高原 (Ｃ)東南丘陵 (Ｄ)山東半島。 
10. 中國的河川主要流入太平洋，這種現象和下列何者的關係
最大？ (Ａ)降雨東多西少 (Ｂ)地勢西高東低 (Ｃ)山

脈南北走向 (Ｄ)降雨集中夏季。 
 

 
11. 附圖為中國境內簡易的分區圖
，圖中甲區域的陸上鄰國為下

列哪些國家？ (Ａ)北韓、越

南 (Ｂ)哈薩克、俄羅斯 (

Ｃ)俄羅斯、緬甸 (Ｄ)北韓

、俄羅斯。 

12. 中國的氣候多樣化，東北冰天雪地時，華南卻已花開處處
，天氣回暖。這種特色和中國的哪一個條件關係最大？ 

(Ａ)經度距離大 (Ｂ)緯度距離大 (Ｃ)疆域面積大 (

Ｄ)海岸線綿長。 

13. 中國境內畫分為「省」的行政區當中，哪一個省四面環海
，特色為「以島立省」？ (Ａ)河北省 (Ｂ)海南省 (

Ｃ)四川省 (Ｄ)廣東省。 
14. 1997 年香港在經過外國一百多年的統治後，主權移交至

中國，並因其生活型態的差異，設置特別行政區加以統治

。請問：該地區當時受到哪一個國家統治？ (Ａ)英國 

(Ｂ)美國 (Ｃ)西班牙 (Ｄ)葡萄牙。 

15. 附圖為唐朝時疆域的分布圖，
當時著名的文成公主所下嫁的

吐蕃即位於甲處。請問：若依

其地理位置判斷，大致為今日

哪一個地形區？ (Ａ)青藏高

原 (Ｂ)黃土高原 (Ｃ)內蒙

古高原 (Ｄ)雲貴高原。 
16. 住在中國北京的呱呱在上午 8 點開始第一堂課，而住在中

國西部烏魯木齊的番薯卻在 10 點才開始第一堂課。請問

：這種作息差異和下列何者關係最大？ (Ａ)行政區制度

差異 (Ｂ)統一使用北京時間 (Ｃ)地勢高低變化大 (

Ｄ)南北半球季節差異。 
17. 來自於福建省的中國觀光客到臺灣各處
遊覽，他們發現部分臺灣的海岸型態和

家鄉沿海地區的海岸極為類似，這些上

海觀光客所指的海岸最可能為附圖中的

何處？ (Ａ)甲 (Ｂ)乙 (Ｃ)丙 (

Ｄ)丁。 
 
 
18. 中國的行政區眾多，位於東部的行政區大多面積較小，而
位於西部則面積廣大，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Ａ)

氣候差異 (Ｂ)地形起伏 (Ｃ)人口密度 (Ｄ)政治政策

。 
19. 「排子」為中國一種古老的
水運工具的俗稱(如附圖)，

因皮質輕且浮力大，吃水不

深，適合航行於湍急多淺灘

的黃河中、上游。請問：這

種傳統交通工具最可能出現

在下列哪個地區？ (A)廣

西壯族自治區 (B)香港特

別行政區 (C)寧夏回族自治區 (D)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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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國的疆域面積廣大。請問：其地圖標示應該為下列何者
？  
(Ａ)  (Ｂ)   

(Ｃ)  (Ｄ)  

21. 中國境內的行政區畫分中，香港及澳門成立了特別行政區
。請問：其主要的考慮因素不包括下列何者？ (Ａ)殖民

歷史 (Ｂ)經濟制度 (Ｃ)外來文化 (Ｄ)民族差異。 

22. 附圖為新疆塔里木盆地剖
面圖，若根據圖中的地理

位置判斷，圖中箭頭指向

哪一方？ (Ａ)東方 (

Ｂ)西方 (Ｃ)南方 (Ｄ

)北方。 

23. 承上題，Ａ山指的是下列哪座山？ （Ａ）喜馬拉雅山 
（Ｂ）大興安嶺 （Ｂ）崑崙山 （Ｄ）秦嶺。 

24. 附圖為中國新絲路的路線圖，
請問：下列哪一個自治區因為

有其路線通過，因此預計將可

帶來經濟效應？ (Ａ)廣西壯

族自治區 (Ｂ)西藏自治區 (

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Ｄ)內

蒙古自治區。 
25. 中國近年來由於經濟的發展，養殖漁
業的產值日益增加。附圖為中海岸分

布圖，請問：金先生若要到中國投資

該產業，則選擇下列何地點較不適當

？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

丁。 
26. 香港在回歸中國後，因為正好位於哪
一個地理區的主要進出門戶，因此交

通地位更加重要，有利於當地的經濟

發展？ (Ａ)珠江三角洲 (Ｂ)長江

三角洲 (Ｃ)華北平原 (Ｄ)東北平原。 

 

二、題組（每題2分） 

◎中國地勢西高東低，呈三級階梯。請問： 

27. 中國留學生阿偉為了介紹
自己家鄉的傳統農業特色

，而繪製出附圖作為輔助

說明。請問：阿偉的家鄉

可能位於哪一階梯？ (

Ａ)第一級階梯 (Ｂ)第

二級階梯 (Ｃ)第三級階梯 (Ｄ)第四級階梯。 
28. 遊覽中國各地，並在所經過的地
區打卡，留下珍貴的足跡。請問

：附圖中的四個地點，何者位於

該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 （Ａ

）1 （Ｂ）2 （Ｃ）3 （Ｄ
）4。 

 
29. 承上題，何者距離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最近，終年
偏低溫？ （Ａ）1 （Ｂ）2 （Ｃ）3 （Ｄ）4。 

 

◎夏朝時將天下分為九州，為中國設置行政區的開始。藉由各

種不同的行政制度來加以管理，在秦朝時推行至全國各地，奠

定今日中國行政區的基礎。請回答下列問題： 
30. 省分的設置始於元朝，發展至後
來逐漸成為最高的行政區單位。

請問：今日中國設置「省」行政

區的地區中，包括下列哪些地區

？ (Ａ)甲 (Ｂ)甲乙 (Ｃ)甲

乙丙 (Ｄ)甲乙丙丁。 
31. 台灣先民早期多來自福建省及廣
東省，請問其最靠近下列哪個地區？ （Ａ）甲 （Ｂ）

乙 （Ｃ）丙 （Ｄ）丁。 
32. 中國最高等級的行政單位除了「省」外，尚包括其他類型
。其中代表政治經濟中心的行政區名稱為下列何者？ (

Ａ)省 (Ｂ)自治區 (Ｃ)直轄市 (Ｄ)特別行政區。 
 
 
 
 
◎附圖為中國分區簡圖，請回答下

列問題： 
33. 中國工商業最繁榮的直轄市主
要位於附圖中何區？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34. 中國近年來收回的特別行政區
皆位於附圖中何區？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 
35. 中國少數民族眾多，其中藏族及壯族的居民主要分布在下
列哪兩個自治區？（Ａ）甲乙 （Ｂ）甲丙 （Ｃ）乙丙 

（Ｄ）乙丁。 
 

 

 

 

◎附圖為中國行政區簡圖

，請問：  

36. 敕勒川，陰山下。天
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
吹草低見牛羊──出
自南北朝佚名詩人〈

敕勒歌〉。其中敕勒

川為中國古代敕勒族

居住的地方，大致分布於中國甘肅省及某兩個自治區境內

，根據詩歌內容判斷，此自治區最有可能位於附圖中何處

？ （Ａ）甲乙 （Ｂ）丙丁 （Ｃ）甲丙 （Ｄ）丁戊

。 

37. 承上題，此區的地形主體為下列何者？  
(Ａ)  (Ｂ)   

(Ｃ)  (Ｄ)  

38. 以戊區的位置判斷，最可能見到的景觀為下列何者？  
（Ａ）茶園 （Ｂ）沙漠 （Ｃ）雪地 （Ｄ）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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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形多樣，圖(一)為中國境內某地形區的地形剖面圖，

請由圖中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39. 地形種類通常由海拔高度及地勢起伏來加以判斷，圖(一)
最可能為何種地形種類？ (Ａ)平原 (Ｂ)高原 (Ｃ)臺

地 (Ｄ)盆地。 
40. 若相關地理學者欲前往圖(一)所示的地形區進行實察，則
應該前往圖(二)中何處？ (Ａ)甲 (Ｂ)乙 (Ｃ)丙 (

Ｄ)丁。 

 
▲圖(二)  

 

三、填充題（每題2分，錯字扣1分，請用原子筆作答） 

（一） 請將附圖中的代號，填入正確的地形名稱。 

 

1. �（   ）平原 

2. �（   ）平原 

3. �（   ）平原 

4. （   ）丘陵 

5. A（   ）高原 

6. Ｂ（   ）高原 

7. Ｃ（   ）高原 

8. 甲（   ）盆地 

9. 乙（   ）盆地 

10. 丙（   ）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