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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高中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三歷史第一次段考試題 

   304-307班                       班級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 

一、多重選擇題(每題 2分，答錯倒扣 1/5) 

1.  (   ) 戰國時代的鄒衍根據五行論提出「五德終始說」，後來被應用於許多方面，使得陰陽家學說在中

國歷史上曾發揮深遠的影響，且影響延續至今。請問下列哪些方面曾受到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 

(Ａ)政治理論 (Ｂ)天文曆法 (Ｃ)中醫用藥 (Ｄ)養生觀念 (Ｅ)道教信仰。 

2. (   ) 人類運用天然資運的歷史悠久，但在 18 世紀中期以後的工業革命起，人類對能源的運用產生了

大幅成長，能夠大量且有效運用各種能源。請問：下列哪些是工業革命以後，人類才可以有效運用的能

源？ (Ａ)木材 (Ｂ)鯨油 (Ｃ)水力 (Ｄ)石油 (Ｅ)太陽能。 

3. (   ) 如果我們將生物科技分為傳統生物科技與現代生物科技，請問：下列哪些應該屬於傳統生物科技

的範疇？ (Ａ)製作麵包 (Ｂ)釀製葡萄酒 (Ｃ)種植無籽葡萄 (Ｄ)製作起司 (Ｅ)生產人工胰島

素。 

4. (   ) 日治時期，電話系統被引進臺灣，然而至 1940 年代，申裝數量仍相當有限。試問原因為何？ 

(Ａ)電話費用高昂 (Ｂ)僅供日人商號申請 (Ｃ)政府限制門號數 (Ｄ)主要供給公家單位、警察體系 

(Ｅ)電力基礎設備不足。 

5. (   ) 交通運輸有非常多元的功能，擁有好的交通運輸，對於下列哪些方面能夠提供更加強大的效力？ 

(Ａ)醫療 (Ｂ)政治 (Ｃ)軍事 (Ｄ)商業 (Ｅ)文化。 

6. (   ) 請閱讀下列兩則資料： 

資料一：16 世紀，在西班牙侵略美洲大陸時，將某一病毒帶到了美洲，造成了大量死亡，損失

了 60%～94%的人口。雖然兩大帝國是因沒有馬匹、鐵器、火砲而造成了軍事上的敗

北，但此種病毒的肆虐，造成帝國戰鬥力喪失才是最大的原因。 

資料二：1699 年，一位德國傳教士評論：「印第安人死得如此容易，只是簡單地看到或聞到西班

牙人就使他們斷氣。」 

根據這兩筆資料，我們可以推知下列哪些正確？ (Ａ)資料一的病毒是指 COVID-19 (Ｂ)資料一認為外

來病毒就是導致印第安兩大帝國滅亡的主因 (Ｃ)資料二認為印第安人大量死亡，是因為西班牙的大屠

殺 (Ｄ)資料一與資料二認為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均受外來疾病的傳染 (Ｅ)資料一與資料二談論的是

美洲印第安人政權滅亡的原因。 

7. (   ) 臺灣開港通商後，西方的基督教隨著傳教士再度進入臺灣地區，當時臺灣民眾視這些傳教士為洪

水猛獸，致使傳教過程中充滿許多阻礙。傳教士不僅不能進入村莊布教，甚至還受到民眾攻擊。面對這

些排外的阻力，教會為了降低衝突，可能會以下列哪些方式因應？ (Ａ)透過醫館的建立，以醫療的方

式進行傳教 (Ｂ)傳教以漢人地區為主，停止向原住民地區傳教 (Ｃ)培養本地信徒為傳教士，提升當

地民眾的接受度 (Ｄ)在海外招募有志者至臺進行傳教 (Ｅ)建立學校，透過教育的模式來傳播福音。 

8. (   ) 資料一：煤礦對於工業革命的進程有重要影響。但在 18 世紀以前，煤在使用的普及程度上仍不

如木材，雖然也有家庭使用，但大多數仍偏好以木材作為燃料。直到 19 世紀的後期，煤的重要性才超

越木材，需求量快速成長。 

資料二：19 世紀的下半葉，美國、加拿大與俄國等國已紛紛開始經營石油產業。然而 20 世紀以

前，石油的提煉主要用途仍在於作為照明的燃料，石油產業發展的程度仍相對有限。到 20 世紀初以

後，才有大幅的成長，重要性逐漸超越煤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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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資料的描述，請問下列的說明哪些正確？ (Ａ)煤的使用量大增，是受到發電機改良與廣泛運

用的影響 (Ｂ)在 19 世紀中葉，煉油業成為歐美國家發展重工業的基礎 (Ｃ)石油的重要性超越煤，

是因全球各地煤礦的礦脈都已枯竭 (Ｄ)石油工業在 20 世紀初期的成長與內燃機的發展有密切聯繫 

(Ｅ)煤礦是工業發展的基礎，但也對人類與環境造成負面的影響。 

9. (   ) 科提斯率領五百多位士兵、十幾匹馬和十幾門大砲，在墨西哥灣沿岸登陸，來到阿茲特克帝國的

領土。按照阿茲特克的曆書，這一年應當是羽蛇神返回人間的時刻。他們一看見這些白人，騎的又是從

未見過的駿馬，以為神明終於來臨，於是列隊歡迎，熱情招待。可是，他們萬萬沒料到，一片誠心引來

無情攻擊和屠殺，兩年後終於滅亡。根據自己的歷史知識，對於這個小故事的理解，下列何者正確？ 

(Ａ)科提斯應是西班牙人 (Ｂ)此故事應是發生在 14 世紀末葉 (Ｃ)科提斯帶十幾匹馬進入美洲時，

當時的美洲並沒有馬 (Ｄ)這故事極不可信，阿茲特克人已建立帝國，不會相晶信神明的降臨 (Ｅ)反

映西班牙人在對外擴張時對異族的殘忍。 

10. (   ) 元代蒙古統治者為加強控制國內和周邊地區，廣建驛道遍及於各汗國。此對當時的歷史發展曾帶

來重要的影響。請問下列哪些現象是受到蒙古人廣建交通路線而形成？ (Ａ)促進東、西方之間商品貿

易的興盛 (Ｂ)促成火藥、航海羅盤與紙幣的西傳 (Ｃ)帶動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北移的趨勢 (Ｄ)有助

於回回曆與印度數字傳入中國 (Ｅ)甘藷、馬鈴薯等美洲作物傳入歐亞。 

 

二、單選題 （11-20每題 1分，21-50每題 2分） 

11. (   ) 19 世紀起，西方報業開始成熟，各國主要報社紛紛開始探詢、報導民眾感興趣的題材。中國也

受到此影響，西文、中文報紙也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考量清末西方勢力進入中國的背景，以下哪一

個城市為中國近代報業崛起的地點？ (Ａ)北京 (Ｂ)上海 (Ｃ)香港 (Ｄ)南京。 

12. (   ) 這股鐵道熱潮在全歐洲展開，法國開始著手建設以巴黎為中心的鐵道網形成。德國的鐵路建設也

在國家的主導下展開，以柏林為中心的鐵道網完成後，帶動了機械製造、製鐵、煤礦、纖維等工業的急

速成長。20 年之間，德國貨物運輸量增加了 64 倍。英國大量出口軌道用的鐵材，國內製鐵與機械工業

急速成長。英國生產的鐵有四成銷往國外。鐵路緊密地連接歐美各國的都市與地方城鎮，助長了民族國

家的形成。請問：上述歐陸興建鐵道熱潮，大約是在下列哪個時期？ (Ａ) 18 世紀後期 (Ｂ) 19 世紀

前期 (Ｃ) 19 世紀後期 (Ｄ) 20 世紀前期。 

13. (   ) 某個時期，臺灣郵政規劃了一條郵路主幹線，自宜蘭縣城開始，連接基隆廳後，一路向南，經過

臺北府城，之後沿途經過各個縣城，一直到全臺灣最南的縣城–恆春縣城。除了主要幹線以外，也有數

條支線，包括自宜蘭往蘇澳、自臺北往滬尾、自彰化往埔里社廳等。當時主政的臺灣官員也提到目前採

用的新式郵政傳遞文書效率比傳統的制度來得節省經費。請問：這位官員應是下列何人？ (Ａ)沈葆楨 

(Ｂ)丁日昌 (Ｃ)劉銘傳 (Ｄ)後藤新平。 

14. (   ) 公元前五千年左右，中美洲古文明進入農業文明，請問：當時的主要農作物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Ａ)小麥 (Ｂ)玉米 (Ｃ)小米 (Ｄ)稻米。 

15. (   ) 英國廣播公司（BBC）於 1927 年改組為公共機構，為日後不少國家在公營廣播模式中，奠定基礎

和典範。請問：關於 BBC 的經營模式或特色，較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Ａ)經費來源為所有英國民眾的

公益捐款 (Ｂ)政治立場為監督政府運作，貫徹媒體第四權 (Ｃ)會播放商業廣告來獲取青年創作者給

予的津貼 (Ｄ)經營管理團隊包含一定比例的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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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 在 1992 年全球 103 國的元首齊聚巴西，召開「地球高峰會」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次年獲得 120 國簽字同意，從此「生物多樣性」成為環境

保育的重要理念。以下何者可能無助於「生物多樣性」的維護？ (Ａ)發展使用新能源，降低人口成長

的速度 (Ｂ)鼓勵低汙染、省能源、可回收的綠色消費 (Ｃ)維護地球多樣的基因庫，平衡全球生態系

統 (Ｄ)食用大量基因改造食品。 

17. (   ) 根據現今學術研究，以「人」這個物種為例，現代智人經由哪一個洲跨出並散布至全球各地？ 

(Ａ)亞洲 (Ｂ)歐洲 (Ｃ)非洲 (Ｄ)美洲。 

18. (   ) 公元 6 世紀，如日中天的拜占庭帝國，在君王統治下，橫掃整個義大利和地中海西部海岸。然而

在公元 541 年，一場源於埃及的瘟疫迅速蔓延，首先屠戮了埃及的培琉喜阿姆（Pelusium），然後一路

奔襲，占領了亞歷山大，然後借助水路貿易的路線，擴散至首都君士坦丁堡，最終肆虐整個拜占庭帝

國。沒有人確切知道有多少人在這一場浩劫中喪生，有記載顯示，瘟疫爆發時，君士坦丁堡每天有將近

五千人失去性命，帝國也損失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請問：這可能是下列哪一種疫疾引起的瘟疫，而當

時在位的君王又為何人？ (Ａ)天花，君士坦丁大帝 (Ｂ)鼠疫，查士丁尼大帝 (Ｃ)鼠疫，君士坦丁

大帝 (Ｄ)天花，查士丁尼大帝。 

19. (   ) 化石能源的使用，開啟機械力取代人力與自然力，也意味著各種生產得以穩定、大量且持續推

動。試問下列何者「不屬於」化石能源？ (Ａ)天然氣 (Ｂ)石油 (Ｃ)煤炭 (Ｄ)木炭。 

20. (   ) 根據現今學者的研究發現，以下哪一種動物在中國最早被馴化？ (Ａ)羊 (Ｂ)牛 (Ｃ)豬 

(Ｄ)馬。 

21. (   ) 歷史上一些相同的疾疫，經常會在不同時間、空間中爆發。面對這樣對疾疫的理解，下列敘述何

者為是？ (Ａ)疾疫經常會造成嚴重死亡與社會動盪，但人類對疾疫採積極態度 (Ｂ)前人對疾疫的了

解與措施，未必有助於後人的預防工作 (Ｃ)前人對抗疾疫的經驗，不適用於後世的防疫 (Ｄ)對抗疾

疫問題，基本上需要顧及不同時代的社會與文化差異。 

22. (   ) 1492 年哥倫布（Columbus）在登上陸地後曾寫了一封信:「吾主庇佑的航行，……經過 13 天，

到達印度，在該發現許島嶼、人民無數，遂為國王、王后一概占有，宣諭聖命，展示皇威，眾皆悅

服……。」從以上資料，可以得知下列什麼訊息？ (Ａ)哥倫布真的抵達東方印度 (Ｂ)對多元文化的

認同與尊重 (Ｃ)文中的印度是指印尼地區 (Ｄ)反映歐洲人侵略擴張心態。 

23. (   ) 根據大型企業農化公司的宣稱，下列關於基因改造食品的正面作用何者「錯誤」？ (Ａ)基因改

造作物的產量效益高 (Ｂ)基因改造作物營養不遜於甚至更高於傳統作物 

(Ｃ)基改食品較能確保糧食供應 (Ｄ)農化企業掌握種子專利權，可使農民

獲利。 

24. (   ) 畫家厄斯金．尼科爾曾繪製一幅名為〈離家〉的這幅作品，畫中主角

正在看前往紐約的客輪廣告，右側的背景建築物是位於都柏林的海關。當時

由於饑荒而造成上百萬人餓死，像主角一樣階級的窮人只好移居海外找尋生

存機會，這也是美國的愛爾蘭裔占有人口 12 ％的因素。請問這幅作品出現

的時代最有可能是 

(Ａ) 18 世紀末 (Ｂ) 19 世紀中葉 (Ｃ) 19 世紀末葉 (Ｄ) 20 世紀初。 

25. (   ) 人類原本改良物種的方式需要透過長時段的馴化與育種，但至某時期

開始進入人工技術改變遺傳特徵，而引發愈來愈多對於動植物改良的探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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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認為將危害生態。請問這樣的廣泛討論主要出現在下列哪個時代？ (Ａ) 1910 年代 (Ｂ) 1940 

年代 (Ｃ) 1970 年代 (Ｄ) 1990 年代。 

26. (   ) 某個朝代所開鑿的運河，不只把南北的經濟聯繫起來，對江南的開發也有極大作用。運河南起錢

塘，經太湖的東部、北部、西北，自京口入長江，因而把太湖沿岸的常、蘇、湖三州和南面的杭州、睦

州、西北的潤州連成一片，構成以太湖為中心的經濟區。運河也使南北物產有了暢通的交流渠道，對經

濟發展產生助益。在沿著運河的幹線上，興起了許多商業城市，這些城市大都是因為所處的地理位置非

常優越而繁榮起來的。請問：這個朝代指的是下列何者？ (Ａ)春秋時期 (Ｂ)秦漢時期 (Ｃ)隋唐時

期 (Ｄ)元代。 

27. (   ) 當時該國政府開始發布相關規定，表現出對西方醫學積極扶持的態度，並開始採取一系列排擠中

醫（漢醫）的政策。於是西醫的地位大為提升，也影響往後該國甚至殖民臺灣時醫療的發展方向。請

問：這個現象，最早可能出現在下列該國哪一個時期？ (Ａ)江戶幕府時期 (Ｂ)明治維新時期  

(Ｃ)大正民主時期 (Ｄ)臺灣光復後。 

28. (   ) 臺灣的醫療文化非常多元，有西方的，有中國的，有臺灣本土民俗的，甚至還有來自新住民的醫

療文化，下列 4 位同學針對臺灣多元醫療文化進行討論： 

甲同學：臺灣最早傳入西方醫療是在荷治時代，因此又稱為蘭學。 

乙同學：民俗療法包羅萬象，主要治療方式有湯藥、針灸與養生。 

丙同學：新住民中的越南婦女常以傳統草藥加姆為常備保健用藥。 

丁同學：中醫講究陰陽五行，認為天地萬物都會對人體有所影響。 

請問：哪一位同學的論點無誤，能獲得最高分？ (Ａ)甲同學 (Ｂ)乙同學 (Ｃ)丙同學 (Ｄ)丁同

學。 

29. (   ) 資料一：當時官方多透過施藥救治，以緩解疫情；民間則透過籌資酬神祭祀、祈禱及施藥救助等

方式以為因應。此外，慈善組織在疫病易起的時節，也會主動發送藥物給民眾以資預防。 

資料二：由於臺灣社會有許多傳染病，官方曾積極倡導公共衛生，也為民眾施行預防接種、注

射疫苗。此外，當時對於各類傳染病的通報，以及隔離、監控等防疫措施，都有訂定

明確的規範。 

根據以上資料對臺灣各時期防疫情形的介紹，請問下列說明哪一項正確？ (Ａ)從資料一可知當時防疫

重點在於強化檢疫與隔離治療 (Ｂ)資料二描述的情境，起始於劉銘傳在臺推動新政期間 (Ｃ)兩則資

料的時代官方都已推動強制性的公共衛生政策 (Ｄ)資料二的時代，政府亦透過警察、保甲推動防疫工

作。 

30. (   ) 福建巡撫丁日昌在 1876 年（光緒 2 年）的奏摺指出：「計一日約行二千餘里，由臺南至臺北頃刻

即達；軍情可瞬息而得，文報無淹滯之。……海上有事，電報卯來，精銳辰集；隨敵所向，合兵急

攻，……有輪路而兵精餉有，赴援神速，敵且處處為我所制矣！」根據以上的奏摺內容，我們可有何種

理解？ (Ａ)從奏摺的內容可知，丁日昌強調現代輪船航線的重要性 (Ｂ)丁日昌已從軍事角度，體察

鐵路興築對臺灣防務的重要 (Ｃ)輪路是指鐵路，丁日昌在臺期間已完成臺北至基隆路段 (Ｄ)這份奏

摺上呈的時間，適逢清法戰爭期間法艦窺伺基隆。 

31. (   ) 日治時代，總督府曾設置屬於警用的□□系統，用於理藩事務及處理民間抗日勢力等問題。到 

20 世紀初期，官方也開始允許臺灣民間申請使用□□，但當時的申請者仍以公營機關單位與工商業者

占大多數。根據以上的描述內容，請問□□是指何種設備？ (Ａ)電報 (Ｂ)電視 (Ｃ)電話 (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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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通訊。 

32. (   ) 太魯閣族人的傳統觀念認為：疾病的發生是源自某種「看不見力量」的作祟，或是人與「看不見

力量」關係不平衡所致。即使已明白身體是受傷的疾病、傳染的物理緣故，族人仍認為如未觸怒此「看

不見力量」，就不會受傷感染疾病。太魯閣族群傳統對於病源的概念，是在於「為何得病」的困惑獲得

平衡紓解，因為個人違反「看不見力量」所造成的效應，將波及全家族的人。由以上資料可知，下列何

者是太魯閣族人傳統醫療儀式中的重要步驟？ (Ａ)以鳥占卜知禍福 (Ｂ)殺豬隻祭祀祖靈 (Ｃ)採藥

物塗抹患部 (Ｄ)參加豐年祭儀式。 

33. (   ) 1959 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與蘇聯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展覽會展開了

「廚房辯論」。請問：這反映了美蘇兩國什麼樣的差異，下列何者正確？ (Ａ)天然資源 (Ｂ)生產模

式 (Ｃ)經濟體系 (Ｄ)意識型態。 

34. (   ) 「過去生物遺傳資料幾乎是免費的，單向的由南往北，輸入北方富有國家。但自從□□簽訂之

後，北方富國需透過某特定法制向南方低度開發國購買生物遺傳資源和相關的傳統知識。此交易牽涉到

許多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使用者（users）和提供者（providers）間的利益共享（sharing 

of benefits）」。請問□□為何？ (Ａ)《京都議定書》 (Ｂ)〈國際人權宣言〉 (Ｃ)〈國際環境人

權宣言〉 (Ｄ)《生物多樣性公約》。 

35. (   ) 英國為人類歷史上最早展開工業革命的國家，早期對於煤炭的依存度相當高，也因此造成相當嚴

重的空氣汙染問題。試問，以下哪個情形的發生，才使得英國政府積極處理與改善空汙？ (Ａ) 19 世

紀酸雨影響農業發展與居住品質 (Ｂ)一戰前夕對煤炭資源過度開發的研究報告 (Ｃ) 1952 年倫敦霧

霾事件造成的交通事故與感染死亡案例 (Ｄ) 1966 年艾伯凡礦災所導致的嚴重災情。 

36.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後來的美蘇冷戰時期，□□再次成為心理戰的重要方式。冷戰時期臺海兩岸

也透過□□進行政治宣傳與心戰喊話。請問以上內容提到的□□，最可能是指何種傳播媒介？ (Ａ)空

投傳單 (Ｂ)電視節目 (Ｃ)廣播 (Ｄ)報紙。 

37. (   ) 有學者研究，臺灣地區從 20 世紀末進入 21 世紀，關於民俗醫療的使用呈現怎樣的趨勢？  

(Ａ)政府鼓勵在地文化下，民俗醫療獲得重視 (Ｂ)民俗醫療與之前一樣，不受到人民的信賴 (Ｃ)民

俗醫療因為可以獲得健保給付，大為擴張 (Ｄ)民俗醫療面對更多現代醫療的便利性，利用率大降。 

38. (   ) 1911 年 3 月 15 日的《申報》刊載了一篇〈鼠疫謠〉：「鼠威既肆不可遏，燎原一炬天山紅。輦轂

風雲接三輔，關塞蕭條斷行旅。居民避疫如避兵，朝廷防鼠如防虎。」此次嚴重的鼠疫後來由一位中國

防疫專家採西式衛生觀念防疫，而有效圍堵了疫情的發展。此位防疫專家是誰？ (Ａ)杜聰明 (Ｂ)伍

連德 (Ｃ)惲鐵樵 (Ｄ)丁福保。 

39. (   ) 1960 年代晚期以來，隨著臺灣的經濟快速成長，帶動了農村、家庭電氣化的趨勢。許多過去被

大家視為是奢侈品的產物，此時也逐漸普及。試問上述所指的「產物」應該為何？ (Ａ)電視 (Ｂ)電

話 (Ｃ)收音機 (Ｄ)電腦。 

40. (   ) 資料一：五代的梁、晉、漢、周等政權以及北宋的統治者在選擇首都地點時，深感物資運輸對政

權穩固的重要性，而定都於開封。 

資料二：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全國南、北經濟地位消長的趨勢愈為明顯。北方局勢的穩固，也更

需倚賴南方物資的穩定供應。 

請問以上兩則資料的描述，反映下列何種交通運輸路線的重要性？ (Ａ)運河航運 (Ｂ)沿海航運 

(Ｃ)絲綢之路 (Ｄ)驛傳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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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 1377 年，位於亞得里亞海東岸的巴爾幹半島自治城邦拉古薩（Ragusa），明文頒布史上第一個隔

離檢疫的具體法令：規定來自疫區的市民或旅客必須隔離 30 天才能進入拉古薩；任何違反規定進入隔

離區的人，也必須被隔離 30 天。後來，隔離天數從 30 天延長到 40 天。當時仍不清楚鼠疫的傳播途

徑，人們延長隔離天數的原因為何？ (Ａ)從慘痛的經驗中發現發病時間 (Ｂ)根據猜測的數字決定隔

離時間 (Ｃ)疫情擴大加深人們的恐懼心理 (Ｄ)人們進行自主隔離的容忍期限。 

42. (   ) 《黃帝內經》記載：「針到而痛止」，這是指透過針刺可以廣泛達到止痛的功效；《靈樞》中也提

到：「以痛為腧（ㄕㄨˋ）」。試問此處所謂的「腧」是指什麼？ (Ａ)療效 (Ｂ)刺激 (Ｃ)針灸 

(Ｄ)穴位。 

43. (   ) 數百年前人類就已經知道可以透過風車、利用風力來驅動水車灌溉。而水力比風力更穩定，加上

江河攔水、洩洪設施發展，可以推動水車的葉輪或渦輪，產生動力。請問關於風車、水車的認識，下列

何者正確？ (Ａ)風力與水力都是屬於不可再生能源的一種 (Ｂ)荷蘭會利用風車動力將高山農地的水

排出 (Ｃ)工業革命後人類就不再用風力與水力發電 (Ｄ)農業時代，研磨穀物、粉碎礦石都靠水車。 

44. (   ) 位於大洋洲的關島在 17 世紀成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人曾以這裡作為太平洋航線的中途站。

島上的原住民族查莫洛人，原有人口數量為 5 萬多人，但是因為 17 世紀後期的數次颱風災害及其他因

素，造成查莫洛人的總數大量減少，降至僅有 5 千多人。根據你對近代史的認知，請問上文提及的「其

他因素」，最可能包括下列哪一項？ (Ａ)環境變遷與糧食缺乏 (Ｂ)天花等傳染病的傳播 (Ｃ)美國

對西班牙的戰爭 (Ｄ)查莫洛人大量移居外地。 

45. (   ) 下列是唐人論及同一事的三段資料： 

資料一：「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資料二：「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 

資料三：「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 

根據上述資料，請選出正確的解釋 (Ａ)此河指運河；隋代修築運河，雖耗費民力卻有助經濟繁榮 

(Ｂ)此河指黃河；黃河經常氾濫，經隋文帝整治後，有助於航運 (Ｃ)三者都提到運河的修築，方便統

治者對於百姓進行經濟搜刮 (Ｄ)除資料一外，資料二、三含意是有害於一時，而利於千百載。 

46. (   ) 藝術史料顯示，19 世紀某位前一晚參加舞會的名媛，在次日睡醒時便可以在床邊翻閱僕人為其

準備好的報紙，內容包括昨夜舞會的狀況。請問這樣的一則事例，說明了報紙的什麼特性？ (Ａ)知識

性 (Ｂ)即時性 (Ｃ)娛樂性 (Ｄ)真實性。 

47. (   ) 相關研究指出，宋代因為某種狀況，最終導致黃河流域的蠶桑業走向衰微。政府雖對此制定重

罰，但仍然無法挽救。試問上述的「某種狀況」所指為何？ (Ａ)發展大量絲織業，造成蠶桑不足 

(Ｂ)因為佛教興盛，鼓吹避免殺生 (Ｃ)大量砍伐桑樹，致使蠶隻缺少食物 (Ｄ)南方長江流域品質優

於黃河流域，致使黃河地區的競爭力下降。 

48. (   ) 下列為某生複習中國史時所讀到的資料： 

資料一：中原與邊陲地區都有聯絡大道，加上南北向運河的開鑿，如聯絡長江、淮水的邗溝與

聯絡黃河、淮水的鴻溝，有助於貨物流通。 

資料二：鐵製農具、牛耕技術漸漸普及，水利灌溉事業發達，使得耕作效率提高，農民生產力

增加。 

請問某生複習到的內容最早可能是下列哪個時期？ (Ａ)西周 (Ｂ)東周 (Ｃ)秦朝 (Ｄ)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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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   ) 請閱讀下列資料： 

資料一：麻雀原為臺灣相當常見的鳥類，但由於外來種鳥類的數量增加，加上農藥使用的影

響，使麻雀在近十多年已有減少的現象，特別在北部地區麻雀數量降低的情況更明顯。 

資料二：金門縣為歐亞水獺的分布區，但根據近年的調查，水獺數量已相當稀少，近年在保育

方面也已列為極度瀕危等級。 

資料三：羊駝是安地斯山區有名的物種，由於毛質優良，在歷史上長期為當地毛織品原料來

源，但到西班牙人統治時代，羊駝的數量曾經大幅減少。 

促成上述動物數量減少的現象，其共同的因素應為何者？ (Ａ)棲地減少或破壞 (Ｂ)人類的大量獵捕 

(Ｃ)工礦業造成的汙染 (Ｄ)氣候變化造成動物遷徙。 

50. (   ) 在 1980 年代，網際網路的時代開啟，其影響力與時俱進。到 21 世紀以後，電子商務蓬勃發展。

透過線上刷卡購物、宅配等消費習慣也更為普遍。請問以上描述的經濟現象最可能帶來下列何種影響？ 

(Ａ)保護貿易更為興盛 (Ｂ)實體商店面臨競爭 (Ｃ)郵政事業趨於沒落 (Ｄ)通貨緊縮日趨明顯。 

 

【本張考卷請交回】 

國立台東高中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三歷史第一次段考試題 

   304-307班                       班級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 

三、非選擇題 （每題 2.5 分，全對才給分） 

51.  自從新冠病毒疾病（COVID-19）在中國武漢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無不嚴正以待，坊間傳言病毒可能是

源於實驗室的外洩所致，一些人對於生物安全等級實驗室是否能夠嚴格把關便存在高度疑慮。請問在國

際認證下，生物安全等級可分為幾級？ 

答： 

 

52.  今日普遍的共識就是維持地球上生態的「動態平衡」，這樣的方式有助於人類在地球上的長期生存與發

展。有時候，「物種交流」可以對此帶來好處。試問上述內容主要是敘述什麼狀況？ 

答： 

 

53.  歐洲在 14 世紀遭遇的這場「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從 1348 ～ 1349 年間有半數的英格蘭人喪

命，也使得當時世界上死亡人數達到 7,500 萬。整個中古歐洲有三至六成的人口死亡。請問這場疾病應

該為何？ 

答： 

 

54.  某種能源在 18 世紀時由美國人開始探勘，最初是企圖作為即將枯竭的抹香鯨油替代品。不過隨之而

來，發現這種能源具有的效益遠遠高於當時的預設。試問上述所指應該為哪種能源？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