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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愛班  座號：      姓名：                                ※共計 40題，請用 2B 鉛筆作答 

 

單選題：40題，每題 2.5分，共計 100分。 

1. （  ）這部電影正在上演：1980年代以來，這個國家的造船工人為爭取自身利益，成立「全國獨立自

治公會協調委員會」，並推舉造船廠電機工程師出任主席，到了 1989年 6月，該國仿效蘇聯舉

行大選，結果該委員會推出的候選人取代原來的共產政權，率先在東歐組成非共的民主政府。

請問這電影是在敘述哪個國家的歷史？ (A)捷克 (B)波蘭 (C)南斯拉夫 (D)羅馬尼亞  

2. （  ）馬丁．路德．金恩在 1963年演講中提到：「一百年前，一位偉大的美國人簽署了解放黑奴宣

言，今天我們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會。這一莊嚴宣言猶如燈塔的光芒，給千百萬在那摧殘生命

的不義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帶來了希望。它之到來猶如歡樂的黎明，結束了束縛黑人的漫漫長

夜。然而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正視黑人還沒有得到自由這一悲慘的事實。一百年後的今

天，在種族隔離的鐐銬和種族歧視的枷鎖下，黑人的生活備受壓搾。一百年後的今天，黑人仍

生活在物質充裕的海洋中一個窮困的孤島上。一百年後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縮在美國社會的角

落裡，並且意識到自己是故土家園中的流亡者。今天我們在這裡集會，就是要把這種駭人聽聞

的情況公諸於眾。」請問他的演講應該是為哪個族群爭取權利？ (A)女性 (B)勞工 (C)非裔

美國人 (D)兒童  

3. （  ）圖為冷戰時期的諷刺漫畫，圖中的兩位人物分別為赫魯雪夫與甘迺迪，雙方勢均力敵。請問這

幅漫畫在說明哪一項事件？ 

 

(A)古巴危機 (B)第二次世界大戰 (C)九一一事件 (D)星戰計畫  

4. （  ）二次大戰之前，德、日、義成立「軸心國家」，標榜以「柏林－羅馬－東京」為□□軸心；但

是事實上卻是為日後發動侵略戰爭做準備。請問□□應填入 (A)反共 (B)共產國際 (C)光榮

帝國再現 (D)極權  

5. （  ）這是一個由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政治經濟合作組織，相當於歐洲經濟共同體，初時只有歐洲國

家可以參與，1962年後非歐洲的共產國家也可以加入，並陸續成立國際經濟合作銀行，制定

「社會主義經濟一體化」的方針。直到 1991年，該組織才正式宣布解散。上述的這個組織是 

(A)華沙公約組織 (B)東南亞公約組織 (C)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D)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6. （  ）圖為一諷刺漫畫，暗指蘇聯高壓政策壓垮了附庸國。請問蘇聯應是用何組織統治附庸國，而附

庸國處於哪個地區？ 

 

(A)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歐 (B)華沙公約組織；東歐 (C)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西歐 (D)華

沙公約組織；西歐  

(題目共三頁，第一頁) 

7. （  ）喬治．歐威爾在 1949 年出版的作品《一九八四》中，寫道：「『四月裡的一個陽光明媚冰寒徹

骨的日子，時鐘指向十三點』，定義了現代暴政的獨特表徵。主角溫斯頓的職業是『真理部』

的審查員，為了適應國內當前的政治需要和風雲變幻的國際聯盟，天天篡改歷史。他和他的同

事被全面監視和全面領導的『老大哥』圈養在一個被控制的單位中。」請問此部作品最有可能

在諷刺哪一政權？ (A)美國 (B)蘇聯 (C)英國 (D)日本  

8. （  ）天鵝絨革命，又譯絲絨革命，狹義上是指捷克 1989年 11月 16～17日開始，到 12月 29日結

束，發生的反共產黨統治的民主化革命，從而結束了捷克的一黨專制。天鵝絨革命是指沒有經

過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就實現了政權更迭，如天鵝絨般平順與柔滑。請問當時捷克反抗的政權為

何？ (A)美國 (B)蘇聯 (C)英國 (D)中國  

9. （  ）附圖為 1989年德國《每週郵報》上面的漫畫，圖中柏林圍牆破開一個大缺口，前方展開的是

一個無邊無際的複雜迷宮。請問這幅漫畫的背景是 

 

(A)東西德統一 (B)蘇聯解體 (C)古巴危機 (D)柏林危機  

10. （  ）當時一般大學生的焦慮，來自於現實生活的不安：雖然當時法國經濟增長迅速，但是法國在北

非的戰事對於國家財政的影響尚在，而且 1960年代正值法國大學擴招，大學生數目從 1960年

的 20萬暴增至 1968 年 50萬，可以說，將大部分學生集結起來的原動力，來自普遍大學生對

於畢業後生計、師資素質低下的憂慮。請問當時造成學生人數暴增的原因為何？ (A)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戰後嬰兒潮 (B)二戰後，許多移民進入法國 (C)二戰後，東歐共產國家人民逃

難至法國 (D)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了防堵蘇聯，而移入人民到法國  

11. （  ）放射性元素研究先驅居禮夫人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她雖然是法國公民，卻從未忘記她

祖國波蘭，訪問中多次提及苦難的波蘭歷史。請問有關波蘭的敘述何者錯誤？ (A)二次大戰

英、法向德國宣戰即因德國入侵波蘭 (B)二次大戰後波蘭受蘇聯影響成為共產國家 (C)蘇聯

與東歐共產國家所組成的軍事合作組織即於波蘭首都簽約成立 (D)1980 年在華勒沙的領導

下，團結工聯發動了布拉格之春運動，爭取自主  

12. （  ）老師在課堂上提到一次大戰後的兩個國家，一個是戰勝國，一個是戰敗國，卻面臨相同的處

境：經濟瀕臨崩潰、幣值跌落、物價上漲、國內共產勢力猖獗，因而導致法西斯政權崛起等。

請問老師講述的是哪兩個國家？ (A)英、德 (B)美、俄 (C)義、德 (D)德、美  

13. （  ）1954年，艾森豪提出著名的「骨牌效應」觀點，來說明阻止中南半島淪陷的重要性。他說：

「你豎起一排骨牌，推倒第一塊，其他很快就會倒下，直到最後一塊。因此，一旦開始瓦解，

就會產生最深遠的影響。」艾森豪認為中南半島是圍堵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冷戰中最

重要的堡壘，中南半島的淪陷極有可能給自由世界帶來難以估計的後果。請問以上在說明什麼

主題？ (A)韓戰的背景 (B)韓戰的影響 (C)美國出兵越南的背景 (D)越戰的影響  

14. （  ）國家不只是透過法律和靈性生活價值來管理並規範個人意志，也是讓個人意志可以施予他人的

權力……對○○而言，每件事情都是國家的事，國家之外的個人或團體不可能存在。對○○主

義來說，相較於個人和團體的相對關係，國家是絕對的。請問文中的○○主義，應為下列何



者？ (A)民主主義 (B)法西斯主義 (C)共產主義 (D)自由主義  

15. （  ）下列哪一場戰爭，使美國國內引起強大風暴，在戰場深陷泥淖？ (A)韓戰 (B)國共內戰 (C)

越戰 (D)波斯灣戰爭  

16. （  ）「從這個時間點開始，東德公民的工資、養老金、獎學金和房租按 1：1兌換成西馬克，現金和

銀行存款則按 14歲以下、15歲至 19歲、60歲以上每人分別以 1：1的比價兌換 2000、4000、

6000 馬克」。請問上述內容與什麼事件有關？ (A)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 (B)1949年東、西德

分裂 (C)1948年柏林危機 (D)1990年東、西德統一  

17. （  ）一位政治領袖在演講中提到：「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基礎是少數意志的暴力脅迫。所依靠的是恐

懼與壓迫，報章廣播被控制、單調的選舉與對人身自由的迫害。我相信在我國的強力支援下，

將使自由之民擺脫外在的壓力與軍事脅迫」。請問這篇演講是何人針對什麼背景所言？ (A)梅

特涅，保守勢力再起 (B)拿破崙，對抗普奧聯軍 (C)羅斯福，拯救經濟蕭條 (D)杜魯門，圍

堵共產勢力  

18. （  ）「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後天塑造出來的。」（20世紀，西蒙．波娃，法國） 

「我不希望女人控制男人，我希望女人控制自己。」（18世紀，吳爾史東，英國） 

「女人有權上斷頭臺，就有權上演講臺。」（18 世紀，德古熱，法國） 

以上是幾位著名的女性主義者的名言，請從其中找出女權運動所爭取的權益如何轉變？ (A)

從選舉權到身體自主權 (B)從身體自主權到選舉權 (C)從工作權到選舉權 (D)從身體自主權

到工作權  

19. （  ）美國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中寫道：「美國的強大及其在自由與安全事務的領導地

位，使美國成為自由國家抵抗共產主義威脅的領袖。」請問下列何者是美國在 1950年代擔任

此類領袖的證明？ (A)化解古巴危機 (B)啟動杜魯門主義，援助希臘、土耳其 (C)領導北約

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對峙 (D)進行越南戰爭  

20. （  ）下列是某一中學歷史課本的部分內容：「1950年美國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並公然派艦隊進入

臺灣海峽，干預我國內政。1960年代美國繼法國之後，入侵越南，引起越南人民積極的反

抗。」請問這些文字內容最有可能放在哪一個標題之下？ (A)美、蘇冷戰 (B)共產主義的崩

潰 (C)帝國的瓦解 (D)世界大戰的結束  

21. （  ）二次大戰後，有位政治家指出：「從波羅的海的思德丁到亞德里亞海邊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

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下，……假如西方民主國家能堅持《聯合國憲章》的理念，團結合作，

他們將可使任何國家都不敢破壞聯合國的規範。但如果西方國家無法團結或善盡這個職責，讓

這個重大時刻消逝，那麼災難將降臨到我們全體。」請問他所擔憂的是什麼樣的國際情勢發

展？ (A)德國對東歐的威脅 (B)日本在亞洲的崛起 (C)義大利對衣索比亞的侵略 (D)蘇聯

在東歐的擴張  

22. （  ）美國在 1980年代，積極發展 F-117 和 B-2隱形戰略轟炸機、隱形巡弋飛彈以及「戰略防衛方

案」（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或者通稱「星戰計畫」（Star War Plan）等航空革新計畫，一

舉將航空軍事戰略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境界。請問會有以上的計畫，應該跟什麼背景有關？ 

(A)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備競賽 (B)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新型武器 (C)美蘇冷戰時期的太空競賽 

(D)美國的圍堵政策  

23. （  ）以下是某條約的內容： 

「蘇俄軍隊全面復原，海軍軍艦駛回海港並解除武裝。」 

「蘇俄承認烏克蘭、芬蘭、喬治亞之獨立。」 

(題目共三頁，第二頁) 

「蘇俄撤出阿達罕……等地，由鄂圖曼帝國接管。」 

「蘇俄拆除阿蘭群島上的防禦工事，其未來地位由德、奧、瑞、芬等國共同決定。」 

請問此條約最有可能簽訂於何時？ (A)1878 年 (B)1905年 (C)1918 年 (D)1930年  

24. （  ）1971年 4月 10日毛澤東邀請美國桌球隊前來中國，這是自 1949 年之後，首次有美國團體獲准

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尼克森非常興奮，因為透過乒乓外交，「中國給了我們與蘇聯斡旋的空

間，現在我們不再腹背受敵」。美國當局在寮國與其他地方的行動被視為失敗，「然而現在出現

了中方的行動，桌球隊和其他更重大的事件，使其他事件都相形失色」。後續事件可能具有

「強烈的重要性」。根據上文，乒乓外交產生的背景可能是因為下列何者？ (A)美國在韓戰

中，希望拉攏中國，讓中國退出戰場 (B)在亞洲的圍堵政策下，希望中國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 

(C)美國拉攏中國，希望可以脫離越戰的泥淖 (D)蘇聯解體後，拉攏中國  

25. （  ）戈巴契夫上臺後，認為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升級，以及紅軍在「某國」戰爭的投入，對蘇聯共 

   產主義經濟體系構成根本的威脅。因此，他必須先解決這兩個外在壓力，才能推動其他改 

革。請問某國為何？ (A)伊朗 (B)印度 (C)阿富汗 (D)伊拉克  

26. （  ）1930年，為抗議英國政府制定的《食鹽專營法》，甘地率眾進行「食鹽進軍」，步行至海邊， 

煮海水取得海鹽；1963年，馬丁‧路德‧金恩發起「為了工作與自由：向華盛頓進軍」大遊

行，並發表演說《我有一個夢》。這兩場行動有何相似之處？ (A)抗爭背景：種族歧視 (B)

抗爭對象：殖民政府 (C)抗爭方式：非暴力行動 (D)抗爭目的：爭取獨立自治  

27. （  ）1963年，美、蘇兩國在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安裝「熱線」；同年，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達 

成協議，簽訂核子禁試條約。這些發展使冷戰局勢從緊張趨向低盪，其關鍵轉折為何？ 

(A)柏林危機 (B)古巴危機 (C)以阿戰爭 (D)阿富汗戰爭  

28. （  ）一次大戰初期，在聖誕節前後，德軍與英軍，或德軍與法軍之間，會有短暫非官方的休戰， 

雙方在無人地互相交換食物、香菸和酒，或以鈕扣、帽子作為紀念品。這種「聖誕節休戰」 

係在何種戰爭型態下進行？ (A)爾虞我詐的情報戰 (B)僵持對峙的壕溝戰 (C)久攻不下的 

圍城之戰 (D)廝殺慘烈的騎兵交戰  

29. （  ）電影《關鍵少數》的主角原型是凱薩琳．強森，她是美國 NASA 聘請的第一批非裔女性科學 

家，也是美、蘇太空競賽期間，首度將美國太空人送上地球軌道的幕後功臣。回顧美、蘇太 

空競賽歷史，何者是美國領先於蘇聯的成就？ (A)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 (B)首次完成人類 

太空飛行 (C)太空人首次登陸月球 (D)發射第一個太空站  

30. （  ）蘇聯在經濟政策上的改革：將大量土地租給農民的小團體，租期可達五十年，但國家仍保有

土地所有權。農民每年呈繳國庫固定配額後，能自由的處置剩餘糧產。這樣的經濟改革應為

何人所推動？ (A)列寧 (B)史達林 (C)赫魯雪夫 (D)戈巴契夫  

31.（  ）冷戰時期，部分東歐國家的人民，曾多次採取反抗共產黨極權統治的行動，但最後都慘遭壓

制。至 1989年，東歐民主化運動再度興起，此時由於形勢轉變，他們終獲得自由與獨立。

請問造成此變化的關鍵為何？ (A)美國核子武器的優勢 (B)美國轉向與中共合作 (C)蘇聯

實施五年計畫成功 (D)蘇聯進行經濟改革與政治民主化  

32.（  ）1946年 3月 6日的英國每日郵報出現該篇名為「鐵幕之下的窺探」漫畫，鐵幕分隔了地上的

「Europe」(歐洲)，鐵幕上寫著：命令「不准進入」。 



 

請問導致這幅漫畫出現的原因為何？ (A)美蘇兩大陣營的對抗 (B)法西斯政權的崛起 (C)西

歐經濟的快速復甦 (D)二戰後孤立主義的崛起  

33.（  ）列寧去世後，蘇聯共產黨內出現路線之爭，史達林主張的路線與列寧黨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因

而相執不下。請問有關列寧派與史達林派的主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前者主張繼續內

戰，掃平叛軍；後者主張停止內戰，建設國家 (B)前者主張先進行世界革命；後者主張先進行

「一國社會主義」 (C)前者主張戰鬥共產主義；後者主張新經濟政策 (D)前者主張以農民為

主的革命路線；後者主張以工人為主的革命路線  

34.（  ）1971 年，美國尼克森總統在堪薩斯演講時說：「當我發表就職演說的時候，我提到一個需要談

判的時代，……我們在世界上許多地區正在進行談判而不是正在對抗。」請問促使尼克森進行

這段演說的背景為？ (A)蘇聯建立柏林圍牆分隔東西德 (B)蘇聯於古巴架設飛彈瞄準美國 

(C)韓戰失利簽訂《韓戰停戰協定》 (D)越戰失利使美國從越南撤兵  

35.（  ）1980 年，東歐某國家國內出現一連串罷工運動，此使勞工組成團結工聯，並立刻獲得大多數

國內工人的支持。此舉使蘇聯進退維谷：若進軍該國則會導致該國人民激烈抵抗，若不進攻則

可能會使東歐的共產政權相繼瓦解。最終在 1989 年，團結工聯全面贏得國會選舉，選出第一

位非共產黨員的領導人。請問此東歐國家應為下列何者？ (A)波蘭 (B)匈牙利 (C)捷克 

(D)東德  

36.（  ）蘇聯的解體，代表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和兩極格局的結束，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

國，但是後冷戰時期的世界局勢發展，並未如預期般朝向一元發展。綜觀世界局勢發展，不斷

出現不同陣營爭霸的情況：(甲)同盟國與協約國；(乙)協約國與法西斯陣營；(丙)資本主義與共

產陣營。請問若按照世界局勢的發展，上述應如何排列？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 

(D)乙丙甲  

37.（  ）這個地區除了有處於瓦解狀態的鄂圖曼帝國，南方是獨立的希臘，北方黑海地區有自治的保加

利亞與獨立的羅馬尼亞，中部則是獨立的塞爾維亞。多元的宗教與種族，使該地區成為引爆 20

世紀初期重大戰事的關鍵。請問文中所言地區應為下列何者？ (A)伊比利半島 (B)巴爾幹半

島 (C)北非地區 (D)西歐地區  

38.（  ）1910 年代列寧曾說過：我們要的是重新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現在是我們該脫下又髒又

舊的襯衫，換上一件新襯衫的時候了！請問：有關上文的理解，下列何者正確？ (A)「全新

的國家」所指應為法西斯主義 (B)「又髒又舊的襯衫」所指應為資本主義國家 (C)「新襯

衫」應追求工業化，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 (D)換上「新襯衫」後的俄國退出戰爭，國內繁榮

和平  

39.（  ）一位領導者在 1980年代的演講中先後說到：「我們肯定史達林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卓越貢獻，但

史達林及其同僚鑄下的重大政治錯誤濫權，使我們的人民付出沉重代價。這是對所有世代的一

個教訓。」、「……馬列主義的概念是要把人當作目標，而不是工具，史達林政權卻將其扭曲 

(題目共三頁，第三頁) 

 

了。」請問這位領導者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戈巴契夫 (B)赫魯雪夫 (C)雷根 (D)尼克

森  

40.（  ）一篇社論如此評論墨索里尼：「他使義大利免於陷入與俄國相同的邪惡命運，如今義大利幾乎

完全沒有罷工，……領袖已完全收服大家的心，法律、秩序、效忠隨處可見。」根據社論的評

論，我們可以判斷作者的意識形態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孤立主義的擁護者 (B)共產主義

的反對者 (C)姑息主義的反對者 (D)民主政治的擁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