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B 1917 年，俄國因糧食與飢荒問題，主張退出一戰戰場。先後爆發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以及十月革命建立共產

國家。 

2. B 在二戰期間，臺灣仍屬於日本統治，對臺轟炸者應為同盟國陣營，故選(B)。 

3. C 資料中可見阿根廷與南非在民主轉型時，都遇到原獨裁政府或軍政府的抵制以及避免究責而有條件交換的要

求，可見在推動民主和轉型正義時，有時不得不因政治現實而妥協。 

4. C 二戰後，美國、蘇聯崛起，歐洲傳統列強衰微，英國舊有日不落帝國的情懷也正式告終。 

5. D  新國王及其政府為了達成政權的和平轉移以及避免造成社會太大的撕裂，因此妥協採取大赦法來和保守勢力達

成和解共識。 

6. C 國民黨政府為了塑造對日抗戰的集體記憶，因此透過拆除日治時期的建築和具紀念意義的塑像等來達成目標。 

7. B  此篇宣言為法國大革命後頒布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從題幹「對人權的無知、忽視與輕蔑乃是公眾不幸與政府

腐化的唯一原因」、「闡明人權自然的、不可讓渡的及神聖的性質」、「以便公民們今後依據簡單的而無可爭辯的

原則提出要求時，可以永遠是導向憲法的維護與全人類的幸福」來判斷，其理論依據應為盧梭的公共意志的理

論，主張國家應保護人民應有的不可剝奪之權利。 

8. A (B)中國與韓國討論的皆為「韓戰」；(C)無法從題幹判斷；(D)應是雙方對於韓戰的認知不同。 

9. A 藉由調閱與自己有關的史塔西檔案，了解該時期被監控的過往，因此答案應為(A)。 

10. C   (A)經濟大恐慌在二戰前；(B)馬克通貨膨脹是德國因凡爾賽條約所致，非二戰後情形；(D)西歐對計畫經濟有所

期待主要在一戰後。 

11. A 從美國的相關報導來看，符合滅絕種族罪中的定義，即有計畫對某人種、民族進行系統性的迫害或殺害。 

12. D 危害人類罪的定義為有系統的攻擊平民，或者以暴力、謀殺、監禁、酷刑等方式對待人民，可從報導的情境推

斷，故選(D)。 

13. D 慕尼黑凱旋門重建後的文字，用意在讓人民反思戰爭帶來的危害與和平的重要，故選(D)。 

14. A 這幅海報用意在於提醒國人，敵人可能無處不在，因此需要謹言慎行，尤其是軍人更需注意，慎防敵人了解軍

情。因此不可能是(B)讚嘆敵軍科技；另外(C)(D)選項則過度解讀海報傳達的資訊。 

15. B 由題幹所述可知十五世紀以前文化流傳主要靠修道院保存、修士學者傳抄、講授，故(B)正確。(A)十五世紀以

前尚無活版印刷術；(C)僅是口述不足以保存大量文獻，主要仍是靠修士抄寫、教師講授學生抄錄的方式保存

古典學問；(D)文中未提及富商贊助因素。 

16. C (A)、(B)所言正確，但在此段談話中並未涉及。 

17. B (B)歐洲中古以來的持續技術革新與改良，奠定了大航海時代的對外擴張。 

18. A (A)從「最終，統一的理想幻滅，領土的邊界更為清楚，宗教信仰成為了他國內政不容干涉」可知；(B)從「統

一的理想幻滅，宗教信仰成為了他國內政不容干涉」可知抗議教派並未成為歐洲普世性的派系；(C)法國雖信

仰羅馬公教，但在三十年戰爭期間與抗議教派結盟；(D)從「宗教信仰成為了他國內政不容干涉」可知羅馬教

會無法干涉各國信仰。 

19. B  敘述中提到該主義的興起與經濟發展有關，而且十九世紀末時出現不同的發展，因此(B)較為合適，當時各國

因為工業化，需要獲取更多的原料及銷售市場，導致「新帝國主義」的出現。(A)資本主義的轉變應來自工業

革命的影響；(C)孤立主義源自美國避免捲入歐洲紛爭的政策，經濟並非主要因素；(D)法西斯主義興起於戰間

期，時間不符。 

20. A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與英法在西方戰線陷入膠著的壕溝戰，長時間消耗人員和物資，使得傷亡更加慘重。 

21. A 農業調整法以限制生產、調整生產與消費的平衡，以及提高農產品價格等方法救濟農民。國家工業復興法是政

府介入經濟活動，為了調整各產業而實施的法律。聯邦最高法院於 1935 年判決國家工業復興法違憲、1936 年

以「超過聯邦政府所代表的權力」為由判決農業調整法違憲，主因於法院認定行政機關過度介入經濟是為不當

的行為。 

22. B 「資料一」為一名倖存的美洲原住民回憶族人受傳染病侵襲的情形，文中的「外來者」即大航海時代來到中南

美洲的歐洲人。「資料二」從「白令海峽、阿拉斯加」可以推測此資料講述美洲原住民遷徙至美洲大陸的情形

及對外來疾病無抵抗力的原因，出自克羅斯比哥倫布大交換中的分析。 

23. C 維也納會議是由梅特涅主導重建歐洲秩序。這種秩序大體維持了三十年，直到 1848 年二月革命，梅特涅下

臺，歐洲協調隨之走向崩潰。(A)不符合梅特涅下臺的敘述；(B)題幹描述的是整個歐洲的局勢，而非只有法

國；(D)題幹主軸為歐洲整體局勢，非單指梅特涅召開維也納會議、重建舊秩序。 

24. A 根據資料所述，此時的巴爾幹半島被鄂圖曼帝國控制，而且受到歐洲列強的覬覦，其中俄國態度最為積極，且

奧匈帝國尚存（一次大戰後解體），故可知為一次大戰前的情勢。(B)鄂圖曼帝國在一次大戰後才被瓜分；(C)經



濟大恐慌發生在戰間期；(D)俄國共產革命發生在一次大戰期間。 

25. B 越戰時，隨著傳播科技的發達，美國人民可以更加快速地得知戰況，曠日費時的戰事使美國本土的反戰聲浪逐

漸興起。題幹中「美國人民對美國社會發展目標和重點的看法產生分裂之際」指的是 1960 年代的各式爭權運

動，如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言論自由運動等等。 

26. A (A)這位城市居民是伯里克里斯，他所居住的是雅典城邦，雅典透過公民大會展現了雅典民主的特質。 

27. A 水力紡紗機發明後，由於水力紡紗機體積大，又必須設置在可以利用水力的地方，因此無法安裝在家裡，必須

另建廠房，集中工人進行生產，為工廠制度奠定基礎。題幹中的原料、機械、技工集中地即是工廠。 

28. B 由「將知識帶進世俗」、「改善神職人員的素質」可知查理曼推動加洛林文藝復興的目的在於加強人民和教士的

教育水準，故(B)的興建學校、推廣教育最能達到此一目的。(A)(C)較偏向傳教，與題幹增進人民和教士教育水

準之目的較不符；(D)查里曼推動拉丁文教學與聖經研讀的主要對象為人民和神職人員，與異邦較不相符。 

29. A (B)由「反對個人主義」、「剝奪了無益或有害的（個人）自由」可知法西斯主義不重視個人主義（權益保障）；

(C)由「把民族組織……」可知法西斯注重民族主義；(D)法西斯強調由國家（獨裁者）領導。 

30. A 納粹議題在德國仍然相當敏感，然而資料中兩部電影，皆透過不同的詮釋方式，提醒世人應該持續警惕法西斯

政權的威脅。儘管透過喜劇的方式呈現，其用意皆不代表認同納粹的主張或忽略其嚴重性。 

31. D 能察知歷史文本的敘事要旨、作者用意、及其與特定時代脈絡的關連性。解析：以實境解謎的方式，讓參與者

自行尋找並思考其意義，與觀影者透過不同觀點來獲得新的解讀，其方式較為接近。 

32. B 居住在德國鄰國的德裔人士，其民族與身分認同已經與德國本土不同，一方面逐漸認同現居住地，另一方面儘

管族裔相同，但由於語言逐漸流失與習慣的改變，德國本地人也可能視他們為外國人。  

33. D (D)選項的情形較不容易發生。 

34. B 可從文章中「血統」、「民族」等詞，判斷其為納粹政權對猶太人的屠殺和種族滅絕，故選(B)。 

35. D (A)(C)為西班牙；(B)東德共產政權；(D)為納粹政權的教育與宣傳政策，使青年對希特勒盲目崇拜與無條件奉

獻。 

36. A  1000～1500 年之間，基督教發生嚴重的分歧，且並未達成和解。伊斯蘭教則在宗教信仰上達到統一的地步，

人民信仰極為虔誠。  

37. B (B)鄂圖曼帝國於蘇力曼一世在位時，被視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 

38. C  根據題幹可知尊崇自然原則，可知為羅馬法學家所提出，以理性為基準的「自然法」。  

39. D 從題幹中可知，引文認為任何法律不得違背理性的自然法則，可推知此為羅馬人的法治觀念，而最高原則指的

是「自然法」。 

40. B  十七世紀已有自然神論的觀念出現，十八世紀是自然神論盛行的時代，認為上帝在創世之後，宇宙運行的規則

是自然的規律，上帝並未發揮影響力。 

41. A  

42. C 從題幹可知，不列顛政府與美利堅殖民地對於殖民地的政府看法並不一致，不列顛政府認為美利堅殖民地政府

不具真正的權力，而美利堅殖民地政府則認為不受不列顛政府支配。 

43. C 此封信為麻薩諸塞的總督伯納德在 1765 年寄給倫敦的上司，表達了英國早期的態度，與七年戰爭後美洲殖民

地和英國的關係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情況，最終美國決定獨立脫離英國。 

44. A 資料一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共產主義宣言（十九世紀中期）；資料二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的主張（十九

世紀前期）；資料三為英國費邊社提出（十九世紀後期）  

45. B 資料二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資料三是費邊社，兩者都反對使用暴力。(A)費邊社；(C)推動者都是上層人士，如

傅立葉是商人，歐文是工廠主，韋伯是社會學家；(D)這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主張。 

46. B  從圖片中間非白人皮膚、使用紡紗機的形象，可以推知應為甘地。  

47. B  甘地著名的抗議方式為不合作運動。 

48. A  

49. D  此為新帝國主義式的殖民方式，只有(D)符合時間與地點。  

50. B 從題幹中「往往會強迫當地人民種植熱帶經濟作物，像是胡椒、菸草、甘蔗、茶、咖啡、橡膠等，以供應母國

的市場」可知重點是供應殖民母國工業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