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考試開始鈴響或綠燈亮前，不可以翻閱試題本 

─作答注意事項─ 

1. 考試時間：90分鐘。 

2. 答案卷每人一張，不得要求增補。 

3. 請核對報考甄試類(群)組別與考試科目是否相符。 

4. 單選題共  40  題。 

105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試題本 

甄試類(群)組別：大學組 

【第一類組】 

考試科目(編號)：歷史 (A3105) 



105年身障生 

大學組歷史 

 

第 1 頁，共 6頁 

單選題，共40題，每題2.5分 

 

1. 西漢太史公司馬遷計畫寫一部史學巨著，他準備的書寫文具最可能是： 

(A)羊皮紙 (B)宣紙 (C)泥板 (D)竹簡 

2. 一份文件以大明慈悲國名義指出：倭賊氣數為終，天地不容，神人共怒。所

以本帥要率領六軍，匡復國土。但願你等萬民細思，去惡從善，奮勇爭先，

盡忠報國，恢復臺灣。文中的「本帥」應是： 

(A)鄭成功 (B)唐景崧 (C)余清芳 (D)莫那魯道 

3. 某地歷史悠久，雖說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但現在該地居民的語言、宗教卻

與其古代文明極為不同，政府對其古代文明視為發展觀光的工具。某地最可

能是： 

(A)希臘 (B)埃及 (C)印度 (D)日本 

4. 一位生活在十二世紀的歐洲女性，其著作豐富，留下了許多關於自然界、醫

藥、宗教信仰方面的作品，還是位優秀作曲家，平日又需管理龐大地產和眾

多人員。從她的年代、性別與成就，可以推測其身分最可能是： 

(A)教宗 (B)修道院院長 (C)主教 (D)大學校長 

5. 君主分封土地給同姓臣子，讓他率領宗族成員到他地建立國家，並賜予「氏」，

作為統治的標誌。這個制度最可能是： 

(A)西周封建宗法 (B)漢初郡國並行 

(C)西晉分封同姓 (D)明代冊封諸王 

6. 1683年，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後，開始實施某項政策，但後來時置時廢，直

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完全廢除。這項政策最可能是： 

(A)海禁政策 (B)科舉取士政策 

(C)綠營班兵政策 (D)攜眷渡臺禁令 

7. 某一時期，學者用研究古典文學的方法研究《聖經》，並將之翻譯成各地的語

言，讓大家都能理解教義，也因此導致日後宗教改革運動。這最可能是何時

何地的情況？ 

(A)六世紀的巴黎 (B)九世紀的漢堡 

(C)十四世紀的米蘭 (D)十七世紀的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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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者討論某一個世紀發生的大事，認為：這個世紀發生許多事情，徹底改變

歐洲。所有從前之舊思想、舊制度皆蕩然無存，最重要的是民智大開，其根

源皆出於法國。學者所討論的最可能是： 

(A)一世紀基督教發展傳播 (B)四世紀東羅馬帝國建立 

(C)十八世紀興起革命風潮 (D)二十世紀各地發生大戰 

9. 七世紀以後，阿拉伯人進入某地，建立王國。十五世紀起，該地不斷受西方

國家入侵。二十世紀初，原由法國統治，但居民仍使用阿拉伯語，也保持伊

斯蘭教信仰，1956年才獲得獨立。某地最可能是： 

(A)摩洛哥 (B)伊朗 (C)埃及 (D)巴基斯坦 

10. 一位大臣向皇帝提出改革國政的方案，主張：先澄清吏治，實施富民之政，

以收富國強兵之效。具體內容包括：整頓吏治，改良科舉；厚農桑，兵農合

一；厲行法治。這個大臣最可能是： 

(A)說服秦孝公改革的商鞅 (B)請求漢武帝改革的董仲舒 

(C)上書宋仁宗改革的范仲淹 (D)輔佐明神宗改革的張居正 

11. 一位教宗昭告世人：耶穌基督只任命了一位代理人，代祂管理全世界。所有

人都敬拜基督，所以也應服從祂的代理人。這位教宗最可能生活在： 

(A)一世紀 (B)四世紀 (C)十三世紀 (D)十八世紀 

12. 英國人將自己參與、規模相當大且影響較為深遠的戰爭稱為「大戰」(the Great 

War)，所以現代英語稱1914年爆發的歐洲戰爭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歷史

上，這並非是英國人首次以「大戰」一詞來稱呼一場波及歐洲廣大地區的戰

爭。英國人第一次稱一場戰爭為「大戰」應是： 

(A)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 (B)十八世紀末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 

(C)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期的戰爭 (D)1870年德意志各邦與法國之戰爭 

13. 一位奧地利公使夫人記載：在一個事件中，不僅軍隊全力搶劫，就連出身好、

有教養的人也大肆劫掠。他們早上拉著大車出門，晚上裝滿戰利品回來。一

個義大利人帶了滿滿三車絲綢料子，珍貴的皮草和銀元寶。為了避免崗哨阻

攔，還在車上插了法國國旗，引起法國軍官的抗議。這個事件最可能是： 

(A)1870年的德法戰爭 (B)1900年的八國聯軍 

(C)1905年的日俄戰爭 (D)1914年的一次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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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某人出門，拿著白銀到布行購買棉布，順便到書鋪買了幾本章回小說。回家

途中，巧遇剛從外地旅遊回來的親友，一起到茶館去，聽親友談論旅途的見

聞。這個場景最可能出現於： 

(A)唐代揚州 (B)宋代蘇州 (C)明代濟南 (D)清代廣州 

15. 一份文件指出：「殖民地臺灣之基礎工作先要確立完全的地方自治制，所有解

放運動都以此為出發點。欲達此目的，必須集合各界人士，協力同心。一面

取法日本及先進文明諸國之制度，參酌臺灣之實情，作成改革方案，要求當

局即時實行完全之地方自治制。」這份文件應是： 

(A)日本國會通過法律第六十三號 (B)臺灣總督府評議會組織章程 

(C)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大會宣言 (D)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16. 被統治者為了政治或經濟利益，往往學習統治集團的語言。但這個時代的統

治者，卻下令征服者放棄自身的語言與文化傳統，學習被征服者的語言與文

化。上述情形最可能是： 

(A)西周征服東方 (B)西晉征服吳國 

(C)北魏實施漢化 (D)女真征服華北 

17. 根據1926年臺灣總督府進行的鄉貫調查，全臺257個行政區中的208個，有某

族群居住，他們擅長貿易，主要分布在西部沿海港口附近。這個族群最可能

是： 

(A)泉州人 (B)漳州人 (C)客家人 (D)平埔族 

18. 某人表示：工匠製造樂器是為了演奏，世間萬物都是為了特定用途而造出來

的。但是，人類和萬物不同，可以自由選擇自身的目的和價值，不是為了特

定用途而生。這個人的說法最接近哪種思想？ 

(A)伊比鳩魯學派 (B)經院哲學 (C)浪漫主義 (D)存在主義 

19. 某朝代後期，權臣秉政。他將流民納入在地戶籍管理，國家因而得以增加賦

稅收入，提供人力和物力，展開收復失土的軍事行動。這個人應是： 

(A)六出祁山的諸葛亮 (B)東晉末執政的劉裕 

(C)南宋初北伐的岳飛 (D)元末北伐的朱元璋 

20. 某一時期，中國各地農村出現許多原本在城巿求學的學生，他們與農民一起

生活，向農民學習如何捆白菜、如何插秧，實踐政府「向農民學習」的號召。

這個現象最可能出現在： 

(A)1920年代 (B)1940年代 (C)1960年代 (D)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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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死亡—重生」、「悔改—赦罪」構成某一宗教信仰的核心內涵，成為這個宗

教信仰與其他宗教不同的重要關鍵。這個宗教是： 

(A)基督教 (B)伊斯蘭教 (C)佛教 (D)印度教 

22. 十九世紀時，臺灣的茶業市場相當國際化。1890年代初，一位臺北大稻埕的

茶商，若要掌握世界各地茶業行情的最新動態，他最可能透過何種管道取得

訊息？ 

(A)限時信函 (B)報紙報導 (C)船員口信 (D)電報往返  

23. 某一時期，臺灣貿易結構發生重大變化，30年間，進口增長3.5倍，出口增長

10倍。臺灣受到外國資本控制，本地資本也獲得強化，但原本以兩岸為中心

的貿易卻大幅衰落。這一時期最可能是： 

(A)荷蘭人入據臺灣的時期 (B)康熙中葉統一臺灣以後 

(C)清末臺灣開港通商時期 (D)1960年代輸出導向經濟 

24. 某種作物引入中國，養活更多人口，成為當時人口劇增的重要原因。這類旱

作作物在高山絕壑皆可種植，一方面擴大人的生活空間，但另一方面也造成

生態破壞，大量原始林與物種因而消失或告絕跡。這種作物是指： 

(A)先秦引入的小麥 (B)宋代引入的占城稻 

(C)元代引入的高粱 (D)明代引入的蕃薯 

25. 一項博物館特展的導覽手冊介紹某個遺址的文物，內容包括：青銅製人頭與

人面像、黃金製面罩與權杖、祭祀使用之各種器物。此次特展的主題應是： 

(A)臺灣北部的大坌坑文化 (B)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 

(C)黃河流域的二里頭文化 (D)四川廣漢的三星堆文化 

26. 1894年10月，一份文件指出：滿清原為塞外蠻族，既非受命於天，又無功於

中國，趁明朝衰落，使用暴力劫奪，統有中國。我國要討伐的是滿清朝廷，

不是貴國人民。古人不是這麼說：天所與，如不取，反受其咎。你們應當迅

速覺醒，勿為明太祖所笑！這份文件的作者最可能是： 

(A)德國駐北京外交官 (B)法國在華的傳教士 

(C)英國駐上海的買辦 (D)日本東亞同文會員 

27. 某場戰役後，政治人物表示：此次大捷是軍事勝利的開端，改變了國人失敗

心理，總裁特派我來慰問全體將士。當勝利消息傳到臺灣時，正是臺灣慶祝

光復的紀念日，預兆著今後國家前途的光明。這個事件是： 

(A)1949年古寧頭戰役 (B)1954年臺海危機 

(C)1958年八二三炮戰 (D)1995年飛彈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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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場動亂裡，叛軍攻入廣州城，大肆殺戮。根據記載，大食人、波斯人、猶

太人在這場動亂中的受難人數竟然多達12萬。這場動亂最可能是： 

(A)漢末黃巾之亂 (B)唐末黃巢之亂 

(C)元末白蓮教亂 (D)太平天國之亂 

29. 歷史記載：1875年，某國兵艦突入朝鮮江華島，毀砲臺，焚城，殺朝鮮兵，

掠軍械，後又在釜山駐軍艦。並與朝鮮訂約，承認朝鮮為獨立國，而該國可

以隨時測量海域。這個國家是： 

(A)英國 (B)日本 (C)中國 (D)俄國 

30. 清末在中國的許多傳教士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將西方文明介紹到中國。我

們最可能可以在哪一份報紙中看到這些文章？  

(A)民報 (B)日日新報 (C)浙江潮 (D)萬國公報 

31. 十六到十七世紀初，一位統治印度的君主其文治武功均盛，他的愛情故事至

今仍在印度流傳。據說，他娶了一位信仰本地宗教的女子後，受其影響，開

始推動宗教寬容政策。根據你的歷史知識，這位君主最可能是信奉哪個宗教？ 

(A)伊斯蘭教 (B)佛教 (C)印度教 (D)婆羅門教 

32. 某地文化以希臘為基礎，使用希臘語，卻自認為羅馬人，其周邊國家也都稱

他們為羅馬人。這最可能是何時何地的情況？ 

(A)三世紀的倫敦  (B)七世紀的羅馬 

(C)十世紀的君士坦丁堡 (D)十五世紀的威尼斯 

33. 學界借用二十世紀上半葉巴爾幹半島的歷史發展，建立一個新的概念，稱為

「巴爾幹化」，用以說明近來學術發展的趨勢。這個名詞最可能用以說明下列

哪一現象或概念？ 

(A)研究經費來自不同的單位 (B)研究課題以巴爾幹為中心 

(C)研究人員來自不同的國家 (D)研究課題分化，彼此競爭 

34. 某人來到臺灣，記錄他的見聞。其中一段敘述他經由半線(彰化)社，到達今

臺中附近的大肚社，所見景觀是「林莽荒穢，宿草沒肩，與半線以下如各天。」

根據這段描述，此人最可能於何時來到臺灣？ 

(A)荷治時期 (B)康熙晚期 (C)乾隆中期 (D)同治時期 

3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某國修訂憲法，規定：永遠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力，

也承諾永遠不建置陸、海、空三軍或其他軍事武力。這個國家是： 

(A)日本 (B)蘇聯 (C)義大利 (D)德國 



105年身障生 

大學組歷史 

 

第 6 頁，共 6頁 

36. 學者評論影響某一戰役成敗的因素有：經濟崩潰、政府失卻民心、黨內派系

鬥爭、國際調停失敗。此戰役最可能是： 

(A)1894年，甲午戰爭 (B)1905年，日俄戰爭 

(C)1930年，中原大戰 (D)1949年，國共內戰 

37. 一位英國詩人，作品主題廣泛，包括奧德賽、亞瑟王，還有克里米亞戰爭與

女王在位五十周年慶等身邊發生的時事。這位詩人最可能是： 

(A)莎士比亞(1564-1616) (B)拜倫(1788-1824) 

(C)但尼生(1809-1892) (D)艾略特(1888-1965) 

38. 某位士人批評：本朝將軍事、財政、法律等一切權力盡歸中央，以致外敵入

寇，地方無力抵擋，京師瓦解，全國即告解體。這種現象最早可能發生在何

時？ 

(A)西晉 (B)唐代 (C)宋代 (D)明代 

39. 旅行社廣告某項行程，安排參觀古老的競技場與神殿遺址，還有葡萄酒、羊

乳酪、無花果等當地美食。這項行程最可能是前往： 

(A)西班牙 (B)奧地利 (C)愛爾蘭 (D)加拿大 

40. 某人批評當時士人論學流於空言，忽略孔子論學濟世之大端。他認為孔子刪

削六經，旨在「救民於水火」。世人應鄙棄當世空言之學，治學著文，須符合

六經之旨，致用於當世之務。這個人的主張開啟後來一代學術風氣轉變的端

緒。這個人最可能是： 

(A)阮籍 (B)韓愈 (C)朱熹 (D)顧炎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