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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高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原二歷史科第 2次期中考試卷 

       畫卡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  

一、單一選擇題( 1-20題,每題 1分; 21-60題,每題 2分) 

 1. ( ) 附表是 1942～1945 年間，工廠增加數量排名前五名的省分。請問(甲)是那一省？   (A)湖北 (B)湖南 (C)

山西 (D)四川 

 甲 陝西 雲南 貴州 甘肅 

1942 年 936 家 170 家 49 家 49 家 63 家 

1945 年 2622 家 358 家 221 家 204 家 200 家 

 2. ( ) 有學者認為，1931 年中國共產黨成功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原因有二：一為土地政策的成功；

二為國民黨的內戰。「內戰」所指為何？   (A)二次革命 (B)南北分裂 (C)北伐與中原大戰 (D)一二八事變 

 3. ( ) 某年 7 月，美聯社通訊形容中國的情況是法幣一百元可買的物品如下：一頭豬；接下來過了一段時間後是一隻

雞；再來是一條魚；再來是一顆雞蛋；再來是三分之一的火柴盒。請問資料寫成的背景可能為何時？   (A)第

一次世界大戰 (B)南北分裂 (C)北伐統一時 (D)國共內戰時 

 4. ( ) 這是某個時期中共準備與政府進行談判時，所提出的條件：「一、政府應即下令停戰。二、廢止現行憲法。三、

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四、懲辦戰犯。五、施行土地改革。六、取消中美之間的條約。……」請問這個時期是在   (A)

第一次容共後 (B)中山艦事件後 (C)西安事變後 (D)徐蚌會戰結束後 

 5. ( ) 下列那一個曲線圖，最能表現中共自成立至取得政權期間勢力的消長？   (A)  

(B)  (C)  (D)  

 6. ( ) 老師向同學介紹民國時期的某 本雜誌時，要同學針對右邊這幅時事諷刺漫畫作討論，請問下列何者解讀不正

確？   (A)甲生：時代背景可能為對日抗戰時期 (B)乙生：敵寇應該是指日本 (C)丙生：這個時期的中共勢

力在日本的圍剿下遭到嚴重打擊 (D)丁生：具有階級鬥爭意識，作者立場可能傾向共產黨 

 

 7. ( ) 北伐以後，面對各地軍人仍擁兵自重的風氣，蔣中正如何處理？造成那些影響？   (A)召開「國軍編遣會議」 

(B)1930 年爆發內戰，戰場主要在東北 (C)張作霖此時支持國民政府 (D)重挫張學良部隊 

 8. ( ) 蔣中正在進行「某件事」前宣言：必與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決戰，絕無調和餘地；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

使三民主義及早實現；必使革命軍與國民結合，以為人民的軍隊，使全國人民共負革命的責任。「某件事」是以

下何者？   (A)辛亥革命 (B)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C)發動對日戰爭 (D)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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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動員太平洋艦隊輸入五十萬中國政府軍至中國華北、東北和臺灣。美軍陸戰隊進駐華

北，一度多達九萬人。上段資料解讀何者為「非」？   (A)戰後美國仍堅持「門戶開放」，意圖從蘇聯手上搶回

東北 (B)美國基於雅爾達密約，要求日本歸還東北給中國 (C)美蘇在東北的對峙，預告冷戰的局勢 (D)美國

不樂見蘇聯掌控中國而介入 

10. ( ) 毛澤東作詩謂：「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又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澤東

提到的史事是   (A)長征 (B)對日抗戰 (C)國共內戰 (D)國共合作北伐 

11. ( ) 以下何者為國共戰局逆轉的原因？   (A)對中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不熟悉 (B)財政面臨幣值狂升的問

題 (C)國民政府欠缺兵員 (D)金圓券發行不足 

12. ( ) 1928 年年底東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但此歷史發展導致了另一個事件的發生，即日本為想拿下東北，策劃先

是炸毀了所屬日本的鐵路，然後將中國人的屍體穿上東北軍制服，作為中國人挑釁日軍的偽證，日本便以此藉

口出兵東北。請問此事件是   (A)清黨 (B)一二八事件 (C)九一八事件 (D)西安事變 

13. ( ) 1936 年 5 月 5 日，國民政府公布五五憲草，並在該年舉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這些代表將於隔年參與修

訂五五憲草。但因為時局關係延後至 1946 年才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十年前選舉出來的代表資格仍舊有效）。以

下有關題幹的歷史解釋何者正確？   (A)「十年前選舉出來的代表資格仍舊有效」是中共最為不滿的地方 (B)

題幹中的時局指的是「中原大戰」 (C)1936 年籌備制憲大會是因為國民政府受內外夾擊，希望盡快達成軍政統

治，以力抗強敵 (D)「十年前選舉出來的代表資格仍舊有效」，使國民政府勢力遭到削弱 

14. ( ) 1949 年後國共局勢已大大逆轉，中華民國政府在共軍步步進逼之下，不斷遷都。請問其遷都的順序為   (A)廣

州→武漢→重慶→臺北 (B)上海→廣州→成都→重慶 (C)武漢→重慶→成都→臺北 (D)廣州→重慶→成都

→臺北 

15. ( ) 在八年抗戰期間為了能持久抗日，社會各方面都做了不少調整配合。以下何者為是？   (A)政府從北京遷向重

慶 (B)大城市的工業設備往內陸遷徙，對於開發西南經濟成效有限 (C)大量女性走出家庭，接受工作訓練 (D)

政府限制消費，厲行節約，成效卓著，因此抗戰期間經濟無太大問題 

16. ( ) 共軍在某時期，兩週之內占領距離較近的威海衛、煙臺、張家口等。包含華北鐵路也多由共軍控制或由共軍包

圍，甚至為阻止國軍前進，長達一千四百餘里的鐵路遭破壞。共軍能有如此進展應是在下列那一時段？   (A)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 (B)中原大戰後 (C)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D)九一八事變後 

17. ( ) (甲)重慶會談；(乙)國軍編遣會議；(丙)政治協商會議；(丁)制憲國民大會。上述會議均是國民政府北伐統一

後所召集的重要會議，請按照時間先後順序加以排列   (A)乙→丙→甲→丁 (B)丙→丁→乙→甲 (C)乙→甲

→丙→丁 (D)甲→丙→乙→丁 

18. ( ) 關於北伐結束後的政府情形，以下何者敘述有「誤」？   (A)根據蔣中正的建國大綱做規劃 (B)國家此時由中

國國民黨主導，稱為「訓政時期」 (C)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作為法律依據 (D)推行廢兩改元並加速民

生工業發展 

19. ( ) 1927 年國民政府不再用蘇聯顧問，轉向德國物色。關於這樣的政策轉變，請選出正確的敘述   (A)北伐已成功，

不再需要蘇聯支持 (B)因蘇聯與張學良合作，國民政府因而與蘇聯交惡 (C)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國民政府

與蘇聯關係惡化 (D)第二次國共合作結束，國民政府轉向與東北軍建立友好關係 

20. ( ) 中華民國政府在以下那一段時期內遷都最多次？   (A)1912～1918 年 (B)1918～1928 年 (C)1937～1945 年 

(D)1946～1949 年 

21. ( ) 「以黨領政；協助人民籌備地方自治；興辦實業」是孫中山在建國大綱的建國步驟中，提示的「訓政階段」工

作進程。請問下列那一項措施並非該時期的特色？   (A)通過訓政時期約法，確立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權 (B)中

央銀行發行法幣 (C)全國修築鐵路 4,600 多公里 (D)全面實施四年制小學義務教育 

22. ( ) 關於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以前勢力消長的認知，以下何者為是？   (A)在聯俄容共期間，以鄉村作為發展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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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B)1927 年清黨是指中國共產黨進行第一次思想改造 (C)中共迫使國軍展開長征 (D)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後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地區勢力大增 

23. ( ) 有篇報導指出，某些地區正流傳著以下民謠：「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天上來，地下來，就是老

百姓活不來」。此應當發生於何地？   (A)1918 年，北京 (B)1928 年，南京 (C)1938 年，上海 (D)1948 年，

天津 

24. ( ) 孫中山之所以採取「聯俄容共」的策略，其主要背景為何？   (A)俄國真心誠意幫助，打動了孫中山 (B)革命

事業屢遭挫折，亟須得到俄國援助 (C)一心嚮往共產主義革命，相信馬克思主義可以救中國 (D)共黨擴大叛

亂，採此策略以安撫人心 

25. ( ) □□在中國最受爭議之處，是他兩度迫令國共停火，和隨之而來的軍火禁運。為貫徹停戰協定，由國民政府、

中共、美三方代表組成「軍事三人小組」，但實際上無阻止戰爭的效果。□□應為何人？   (A)杜魯門 (B)李

宗仁 (C)蔣中正 (D)馬歇爾 

26. ( ) 巨流河的作者齊邦媛在書中曾說到，□□事情後她流落到大西南，在重慶上南開中學，後來想考西南聯大卻讀

了武漢大學外文系，成了大師朱光潛的弟子。齊邦媛書中「□□事情」應是以下何事？   (A)九一八事變 (B)

抗戰爆發 (C)抗戰勝利 (D)一二八事變 

27. ( ) 抗戰初期的那一場戰役爆發後，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以便持久抗戰，而也粉碎日本「三月亡華」速戰速決

的計畫？   (A)淞滬會戰 (B)南京大屠殺 (C)一二八事變 (D)長城戰役 

28. ( ) 下文為某時期國民黨黨內對中共分子活動的限制，包括：共產黨員對孫中山及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懷疑或批評；

共產黨員應將其參加國民黨之黨員名冊交出；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請問這樣的限制內容應

該是出現在何時之後？   (A)北伐完成後 (B)中山艦事件後 (C)中共長征後 (D)西安事變後 

29. ( ) 1923 年蘇聯代表與孫中山發表聯合宣言，其後各項國共合作陸續展開。請問有關當時合作的敘述以下何者為

是？   (A)從俄國共產革命後，就成立「第一國際」來推展革命 (B)因為孫中山在中國革命屢遭挫折，因此有

跟蘇聯合作的意願 (C)孫中山與蘇聯代表陳獨秀在上海發表聯合宣言 (D)這是國共歷史上第二次合作的開始 

30. ( ) 某一場會議的決議內容如下：1.國民政府須邀集各黨派及社會賢達討論召開國民大會及制憲等問題。2.軍隊國

家化。3.只要中共接受號令，政府允許其參加對日受降。請問這一決議應為何時簽訂？   (A)1945 年 (B)1937

年 (C)1928 年 (D)1948 年 

31. ( ) 「□□認為編遣為革命的生死關頭，希望各軍事領袖犧牲自己的權利、個人的地位，使編遣成功。如此政治、

軍事方能上軌道。各軍事領袖則認為□□藉統一及編遣以行削藩集權。」關於此段資料，以下選項何者正確？   

(A)□□為孫中山 (B)此事發生在北伐之後 (C)此事引發中國的大內戰「北伐」 (D)剿共已完成，有助於編

遣進行 

32. ( ) 以下那一場戰役使國民政府投入近百萬軍隊，不僅毫無成效，還喪失寶貴兵力與作戰資源，導致華北戰線全面

潰敗？   (A)遼瀋戰役 (B)徐蚌會戰 (C)淞滬會戰 (D)平津戰役 

33. ( ) 自北伐完成後戰亂又起，請問至七七事變前夕，那場戰役戰區最廣，戰禍最烈，但也讓中央政府的權威得到進

一步鞏固，進而開始剿共？   (A)二次革命 (B)護法戰爭 (C)第二次直奉戰爭 (D)中原大戰 

34. ( ) 「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後就是建什麼國的鬥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呢，

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對於上述談話的認知，以下何者為是？   (A)

這段談話的發表者有可能是馬歇爾 (B)其背景應是發生清黨時，共產黨決定反抗到底 (C)此段談話的背景是

西安事變前後 (D)這段談話的發表者有可能是毛澤東 

35. ( ) 從 1924 年國民黨決定容共之後，其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時而合作、時而分裂，相當複雜，如果依時間順序

排列，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容共→清黨→國共內戰→國軍剿共→一致抗日 (B)清黨→容共→國軍剿共→

國共內戰→一致抗日 (C)清黨→容共→一致抗日→國軍剿共→國共內戰 (D)容共→清黨→國軍剿共→一致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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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國共內戰 

36. ( ) 蘇聯之所以在二次大戰結束前進入中國東北，占有東北經濟利益，並且扶植中共軍隊接收東北。請問蘇聯依據

的是那一項條約？   (A)開羅宣言 (B)雙十協定 (C)雅爾達密約 (D)塘沽協定 

37. ( ) (甲)一次世界大戰；(乙)甲午戰爭；(丙)日俄戰爭。上述戰爭均是日本發動或參與的戰爭，請按照時間先後順

序加以排列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丙→甲→乙 (D)丙→乙→甲 

38. ( ) 東北工業能力的損失：電力少 71%、煤礦少 90%、鋼鐵少 50%以上、機械少 80%。損失高達二十億美元。這還不

包括直接從「日偽官方」掠奪的黃金、白銀、鑽石及各種有價證券。請問這數據反映東北經歷那項歷史事件後

的情形？   (A)八國聯軍 (B)辛亥革命 (C)九一八事變 (D)第二次世界大戰 

39. ( ) 有一時期半數以上省分的軍閥都服從國民黨的權威，國民黨並在□□成立自己的國民政府以接替北京的軍閥政

府……國民黨勝利的原因，不只是在戰場上有進展，也依賴與地方勢力的妥協交換及金錢購買……軍閥的命運

並未隨著北京政府的結束而結束。請問□□可以填上什麼？   (A)廣州 (B)武漢 (C)重慶 (D)南京 

40. ( ) 有一份請願書中提到：皇帝年紀很小就登基，剛好遇到革命，因為不忍心兵禍連結，才主動退兵。今日適值日

本驅逐張氏，所以才能建立新邦，讓皇帝再度登基。這個「新邦」應是何者？   (A)滿洲國 (B)南京國民政府 

(C)北京復辟 (D)清朝 

41. ( ) 資料一：1946 年，馬歇爾禁止船隻裝運軍火前來中國，宣稱是為了改變中國政府的行動路線和政治強硬派的立

場。 

資料二：1946年 8 月，中美簽署「收售太平洋美軍剩餘物資合同」，以一億七千五百美元的總價，將九億的美軍物資轉交中

國政府。 

請問這二段資料的敘述，以下何者為是？   (A)說明美國及馬歇爾的立場有矛盾之處 (B)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立場堅

決，禁運物資只是欺騙中共 (C)美國對共產黨較為同情，所以禁運軍火給國民政府 (D)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

策搖擺不定，意圖瓦解中國 

42. ( ) 中國行憲後第一任的行政院長翁文灝，就任半年之後就因為某項政策失敗，無法挽救經濟危機，遭立院質詢總

辭下臺。此失敗的政策可能是以下何者？   (A)執行法幣政策 (B)收購白銀、黃金 (C)發行金圓券 (D)發行

新臺幣 

43. ( )有關於馬歇爾來華調停之事，以下何者正確？   (A)由美國羅斯福總統指派 (B)獲得國民黨各方勢力信任 (C)

認為政治談判優於軍事手段 (D)促成重慶會談（1945 年 8 月） 

44. ( ) 中共在經歷某次事件後，其實眼看已是窮途末路，然而後來卻能掌握日本對華侵略的局勢，喊出「停止內戰，

一致對外」的口號，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潮流中，找到重新建立根據地的機會。請問這次事件所指為何？   (A)

清黨 (B)中原大戰 (C)長征 (D)國共內戰 

45. ( ) 有一國家 1932 年與日本訂立密約：國防及治安均委託日本負責；鐵路港灣由日本管理；礦產資源由日本開發；

日本有權移民並擔任官吏。請問這個國家是   (A)琉球 (B)朝鮮 (C)臺灣 (D)滿洲國 

46. ( ) 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由於堅持抗日，國際地位漸有改善。請問以下何者「不是」此階段所獲得的成就？   (A)

廢除不平等條約，重訂平等新約 (B)參與大型國際會議 (C)取回所有割讓土地 (D)參與創建聯合國 

47. ( ) 蘇聯在戰後對中國某地的政策為「門戶閉關」，欲將「此地」視為勢力範圍，繼承之前日本的壟斷地位。請問以

下何者為是？   (A)此地是指蒙古 (B)隨著戰爭的結束，蘇聯此政策執行過程未遇任何阻礙 (C)在雅爾達密

約中蘇聯對「此地」提出許多獨占性權利 (D)國民政府對「此地」的損失未作任何補救 

48. ( ) 1933 年蔣中正發表革命軍的責任是安內與攘外，說明中國一方面國內有「土匪」；一方面國外有□□主義，天

天向我們猛烈的侵略。對這段說法的認知以下何者為是？   (A)蔣中正「清剿土匪」因西安事變中斷 (B)其中

「土匪」是指盤據各地的軍閥勢力 (C)□□蘇聯對中國的蠶食鯨吞 (D)各地民眾要求先對抗「土匪」 

49. ( ) 某評論提到：「1946 年 2 月，馬歇爾制訂出一個包括停火在內的協議。這是美國人，也是中國人自己最接近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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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平方案的時刻，到 4 月中旬，這項安排就進展不下去了。馬歇爾後來把這場災難歸咎於蔣介石，因為蔣堅

持用武力奪取滿洲。不過馬歇爾也指出，在談判的最後環節上，共產黨並不願意採取公平的妥協，特別是在對

其軍隊的處置問題。」請問這場會議應當為何？   (A)政治協商會議 (B)國軍編遣會議 (C)制憲國民大會 (D)

重慶會談 

50. ( ) 歷史上稱呼 1928～1937 年為「黃金十年」，我們對這段時間的建設該有如何的認知？   (A)在各方面均有建樹，

其中以金融財政的改革最重要 (B)交通方面只有在鐵路建設大有進展，其他公路、航空方面均無 (C)為使中

國強大，政府在重工業方面投注最多 (D)在教育方面則展開四年制小學義務教育，以挽救中國農村問題 

51. ( ) 「孫中山希望援外力完成革命護法，但是只有□□國願意伸出援手，並放棄在中國的特權。」請問對上段資料

我們的認知應為何？   (A)孫中山在廣州的護法運動很順利，希望能再擴大勢力 (B)□□國為日本 (C)在與

□□國合作後國民黨有了自己的武力 (D)□□國是站在純粹同情中國的立場，而無其他的目的 

52. ( ) 此時局勢「（1931 年）五月以來……廣州、南京之爭方急，江西紅軍勢漲，長江水災嚴重，歐美經濟大恐慌……」，

對日本出兵有利，於是爆發了那一場事件？   (A)一二八事變 (B)濟南慘案 (C)九一八事變 (D)珍珠港事件 

53. ( ) 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後，選擇偏僻的農村建立武裝游擊隊。對於這樣的發展以下何者為是？   (A)

此策略被稱為「以城市包圍農村」 (B)採山區游擊戰，消耗政府軍軍力 (C)立基農村最大的問題是糧食供應

不足  (D)在此策略下，共軍在中原大戰後更為壯大 

54. ( ) 1924 年□對○表示：「我現在進（北）京，將來能否回來，尚不能定。然而我進京是去奮鬥的，就是死了，也

可以安心。……我們所提倡的三民主義，將來能夠希望實行的，就在你們這個學校的學生了。」請問□與○各

為何人？   (A)汪精衛、蔣中正 (B)蔣中正、胡漢民 (C)孫中山、蔣中正 (D)孫中山、汪精衛 

55. ( ) 日本自 1931 年後，對中國的侵略更積極。下列何選項是依正確的時間順序排列？   (A)一二八事變→九一八事

變→成立滿洲國→入侵熱河、河北 (B)入侵熱河、河北→一二八事變→成立滿洲國→九一八事變 (C)九一八

事變→成立滿洲國→入侵熱河、河北→一二八事變 (D)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成立滿洲國→入侵熱河、河

北 

56. ( ) 國民政府原本認為一年內即可以軍事解決某事，然後再處理經濟問題，未料戰爭延長擴大。國民政府雖承認經

濟戡亂重於軍事戡亂，然為時已晚。請問這是國民政府何時的情況？   (A)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B)中日戰

爭時 (C)北伐戰爭後 (D)南北分裂後 

57. ( ) 有關政治協商會議的敘述，以下何者為是？   (A)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共雙方的首場協商會議 (B)參與的代

表為中國境內各黨派 (C)與會代表簽署雙十協定 (D)於 1947 年 1 月召開 

58. ( ) 下列有關中華民國行憲史實的各項敘述中，何者是錯誤的選項？   (A)第一屆國民大會因國共內戰開打，未如

期召開 (B)中央民意代表指的是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 (C)1946 年 11 月召開制憲國民大會，12

月 25 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 (D)蔣中正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 

59. ( ) 某本書中提到：「1935 年剿共中心移往西北，時東北軍已調往陝甘，實際的剿匪任務落在□□身上。時中共宣

傳謂政府藉剿共之名，使東北軍與紅軍兩敗俱傷，唯有聯合抗日，東北軍方有重返故鄉之望。」上段資料解讀

何者為「非」？   (A)這段資料說明西安事變發生的背景 (B)文中的□□為蔣中正 (C)1936 年□□軟禁蔣中

正，要求停止內戰 (D)東北軍的故鄉自九一八事變之後已落入日人之手 

60. ( ) 某一時間，中共中央向共軍發出指示：全國性的戰略方針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在南方做出讓步，收縮

華中、華南防線。這個政策出現的時間為何時？   (A)聯俄容共時期 (B)清黨時期 (C)長征時期 (D)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