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D 從題幹中的「內戰」以及題幹「難再回到戰前榮景」，可知敗方是雅典，勝方是斯巴達，故此戰爭是伯羅奔尼撒戰

爭  

2. D (A)早期羅馬也有自己的傳統神明 (B)從文句中無法得知 (C)從文句中無法得知  

3. A 菲律賓以往曾受美國統治，獨立後仍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美國過去曾長期不承認中共政權，但 1970 年代後改採

「聯中制蘇」政策，轉而與中國往來並建交；1960 年代美國在越戰時期，曾為了取得勝利採用一些爭議性的方法，

例如遍灑落葉劑等化學藥劑，造成對當地人民生命安全的極大傷害，故選(A)。 

4. B 此人為亞歷山大，引文著重在其透過戰爭「將所有的民族、觀念、宗教，交融於一個偉大的統一體中，由此開始產

生一種新的文明」，因此主要說明的是希臘化時代的形成  

5. B 從第一段資料可看出中國與亞洲國家經濟往來日益密切，但從資料二可發現亞洲國家，尤其是太平洋、南海一帶國

家無不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合作，顯示與中國鄰近的國家一方面受惠於中國的經濟成長，但另一方面卻疑慮中國的壯

大會威脅到自身的國家安全，故選(B)。 

6. A  本題測驗主題為雅典辯士名聲不佳的原因。題幹敘述中，關鍵訊息為「每個節日開始前要祭祀，前兆、凶兆和神諭

會影響重大決定」、「人是萬物的尺度」。由資料甲可知，雅典人日常生活都取決於神的旨意，不敢自做主張，人擁

有的決定權甚小。由資料乙可知，辯士主張人能夠衡量宇宙萬物，人的自主判斷權提高，此觀念衝擊雅典人對事物

的看法，被視為「詭辯」，未有好名聲，故選(B) (A)資料甲並未呈現出城邦的民主傳統，且辯論與民主傳統並未衝

突 (C)辯士是從經驗角度考察宇宙，並非完全逞口舌之快 (D)資料中並未呈現出辯士不事生產的情況，且知識的

傳授也是提升群體水準的重要工作 

7. B 東南亞地區種族、語言、文化複雜，加上其國家疆界來自歐洲殖民國家的劃分，使得許多國家自建國以來都有邊境

的紛爭，因而有「亞洲巴爾幹」之封號，故選(B)。(A)中國儒教在南亞影響勢力不大；(C)(D)的紛爭主要來自邊界劃

分的爭議，與種族、文化複雜較無關聯。 

8. A 此處所指為羅馬法，而羅馬法的核心為自然法 (B)此法與基督教合法無關 (C)(D)哲學是希臘人給後世的重要遺

產，抽象思考亦為希臘人的特點  

9. B 1954 年，法軍戰敗，法國勢力撤出越南，美國唯恐共產勢力將趁勢突破，乃於隔年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作為圍堵

共產勢力的防波堤。(A)韓戰於 1953 年結束；(C)美國於 1960 年代才介入越戰，也才有反戰運動；(D)美國於 1970 年

代才採取「聯中制蘇」的策略。 

10. C 從題目的描述可知，第一位哲學家強調「觀念」，第二位重視經驗，可推知依序為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思想觀

點。柏拉圖認為在物質世界以外，有一永恆的「觀念世界」；亞里斯多德重視外在的感官經驗，認為透過經驗觀察

可獲得真理。故選(C)。 

11. C 從題幹可知，亞述國王認為自己從神手中收到權杖，並擁有統治人民的權力，並以神之名發動戰爭。(A)亞述國王

認為戰爭是以神之名發動的；(B)從題幹中無法判別；(D)題幹並未提到神的作為或反應。 

12. A (A)古埃及人相信永生，且死後靈魂將通過陰間之神奧塞利斯的審判。 

13. B (B)西元前 338 年，希臘各城邦被來自半島北方的馬其頓人所征服。 

14. C 可以從題幹之「全國各黨各派」、「停止內戰及一切敵對行為」、「抵禦外侮」作為思考作答的方向。盧溝橋事變發生

後，中共立即表示願意跟國民黨聯合抗日，毛澤東發表了「共赴國難宣言」以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A)曾國藩發表討粵匪檄，強調為衛鄉衛道衛國、維護傳統文化而戰，故不符合題意。 

(B)民初袁世凱改共和為帝制，國內難得出現一致反對「洪憲帝制」的聲浪，與題幹之「停止內戰及一切敵對行為」

的情況不符。 

(D)抗戰勝利後，即面臨國共內戰的困境，與題意提及「抵禦外侮」的局勢不符。 

15. A 題幹中「……日本人，真兇暴。奪我東三省，殺我們同胞……」，可知出現背景應為 1931 年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

變」。 

16. C 「西安事變」意義在於結束國共分裂對峙局面，而開始拉開合作抗日的序幕。 

17. B 此圖與日本在 1940 年所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以日本為核心，滿洲、中國為輔，進一步連結東南亞以對抗

西方帝國主義的概念較為吻合，故選(B)。 

(A)韓戰的戰場在朝鮮半島 

(C)東南亞公約組織是由美、英、法、澳、紐、菲、泰及巴基斯坦共同組成 

(D)東南沿海經濟特區也含廈門、汕頭、深圳及珠海等地 

18. D 從此圖可知平民於戰爭中大量死亡，顯示平民也捲入戰爭中，不再區分前線和後方，故選(D)。(B)(C)僅可判別雙方

死亡人數，故無法明確比較雙方軍事實力、和看出雙方是否進行屠殺，故不選。 

19. D (D)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占領廣大東亞地區，初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但後來因戰爭的擴大，給英、美在太平洋

反攻機會。 

20. C  

21. C 毛澤東認定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中，只要憑藉充裕的熱情和勞力，就可取得國力的突破，「超英趕美」。隨即在

1958-1960 年間，展開全國性的「大躍進」運動。 

22. A 題幹說明在 1989-1990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國際赴中國大陸投資趨緩，加上西方國家對中共採取經濟制裁所致。 

(B)保守派掌權後，並未廢除改革開放政策，持續開放改革資本主義路線。 



(C)影響有限。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成長都超過 10％以上。 

(D)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中共保守派認為改革開放躁進為事件原因之一，因此對於經濟改革態度消極。但並未封

鎖，只加強對國外媒體控制干預，尤其只能採取中共官方的觀點。 

23. B 根據回憶題幹說明：「早上要在毛澤東照片前背誦或唱一段毛語錄」，可以判斷是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現

象，故選(B)；(D)回憶中可以看到文革普遍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 

24. C 根據題幹內容說明：「基本上喪失了控制企業的權力」、「國家的威力所壓倒了」，可以判斷公私合營導致企業家喪失

經營權，故選(C)。(A)(B)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是針對農村所進行的政策，語題幹無關；(D)公私合營導致許多企業被

收歸國有。 

25. A 特使為來華調停國共內戰的馬歇爾。(B)必要時會以激烈手段達到其目的；(C)國民政府信賴馬歇爾；(D)是希望兩黨

共同組成政府，維持中國統一。 

26. C  

27. C 根據題幹內容說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可以判斷是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

政策，故選(C)。(B)公私合營是中共為了消滅私營經濟而推行的政策，並非改革開放的內容；(D)為大躍進時期的內

容。 

28. C  

29. C  

30. A 甲為斯多噶學派之主張，乙為伊比鳩魯學派的主張。希臘化時代，因為各王國政治力量加強，同時社會紛亂動盪，

哲學家對公共事務難以置喙，乃轉而追求安頓個人心靈  

31. C 羅馬皇帝奧里略為斯多噶學派的信徒，並著有《沉思錄》  

32. D  

33. B  

34. C 兩河流域的地理位置為開放且為不固定氾濫的平原，形成的「肥沃月灣」農業是兩河流域人們賴以維生的根基，但

受限於自然環境的開放性，缺乏天然河川或山嶺的屏障，因此容易受外人入侵而改朝換代，政權更替頻繁。加以不

定期的氾濫也容易形成洪水災害，許多當地史詩都記載大洪水的故事，可見其人們對於大自然力量的無可奈何，造

就兩河流域人們生性較容易向命運妥協、深信命定論的悲觀思想。 

35. D  

36. D 題幹所述的「紅衛兵」和批鬥情形發生於文化大革命時期。 

37. D 文化大革命的開展，主要是因為毛澤東為奪回權力，因此發動群眾進行黨內鬥爭，清算走資派，紅衛兵的破四舊運

動就是其一，藉由「文化」大革命，但實際上是「政治」鬥爭。 

38. B  

39. D  

40. A 美國與中共的邦交關係是建立於拉攏對方制衡蘇聯，故選(A)。 

41. B 上海公報的簽署代表著中共與美國的關係走向正向發展，故選(B)。 

42. D  

43. B  

44. B  

45. 甲：美國、乙：中國、丙：蘇聯 

46. B 

47. A 

48. 中國將喪失領土視為列強掠奪中國領土、藐視中國主權之百年國恥的結果，更是蘇聯堅持帝國主義時期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