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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高三上歷史選修 I重修作業 

班級：＿＿＿＿＿＿＿＿  姓名：＿＿＿＿＿＿＿＿  座號：＿＿＿＿ 

第 1.～3.題為題組 

閱讀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1840 年《懷唐伊條約》簽約情景 英國官員畢士庇曾說：「割讓領土用經度和緯度來

界定，雖然很科學化，但落後 的毛利人不懂這數字的玩意兒，徒增他們的困惑，倒

不如泛稱紐西蘭『全部島嶼』來 得簡單明瞭。把『同盟』酋長和未加盟酋長同時、

同等加入《懷唐伊條約》中，可以 涵蓋全部紐西蘭領土，和增強廣泛的支持度。……

至於賦予毛利人與英國子民同等地 位和權利，這是英國與其他殖民地條約中罕有的

做法。這種讓步使毛利人感到受尊 重，也得以使條約順利通過。」  

【資料來源：李龍華，《紐西蘭史：白雲仙境．世外桃源》】  

資料二：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曾在〈蕃政問題意見書〉中表示，從臺灣割讓給日 本

以來，生蕃從來就沒有遵從國家的規定，因此政府不需要賦予生蕃「國民」身分。 由

社會學的角度觀察，生蕃雖然被稱為是人類，但若以法律來判斷，生蕃實際上沒有 成

為人的資格，甚至可說是國家的叛徒，因此國家有討伐他們的權利。  

【參考資料：持地六三郎，〈持地參事官ノ蕃政問題ニ關スル意見〉】  

問題： 

(     )1. 根據資料一，請分析英國殖民者對毛利族的態度為何？  

(A)從給予毛利族國民身分，可看出殖民者重視原住民權利  

(B)英國殖民者為取得毛利族的支持，簽訂條約時有所讓步  

(C)圖中有軍隊鎮守，可看出殖民者準備以武力鎮壓原住民  

(D)英國殖民者為使毛利族更了解條約，在用詞上力求精確  

(     )2. 請從資料二找出日本殖民臺灣後，征討、發動武力攻擊原住民的依據為何？（多選

項） 

(A)生蕃不服從國家規定 (B)生蕃不歸日本管轄 (C)生蕃在法律上不受承認及保 

護 (D)生蕃在社會學上不屬於人類 (E)生蕃不具有國民身分  

3. 請根據資料一、二，對於是否賦予殖民地原住民「國民」身分，英國與日本態度有 何差異？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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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題為題組 

閱讀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始皇年間，徵調曾經逃亡的犯人……攻占陸梁地區（包含今中國廣東、廣西、海 南

等地），設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安置被遣去戍邊的人。西北方面，驅逐匈奴，

從榆中（位於今中國甘肅省）沿著黃河以東，設置三十四個縣，在黃河岸邊築城作要

塞。又派蒙恬率軍渡過黃河……修築堡壘以驅逐外族。遷移被貶謫的人，以充實邊 疆

剛設置不久的縣……隔年，又把審理刑獄不公正的判官，派去修築長城或遣至南越 之

地。  

【參考資料：《史記》卷 6〈始皇本紀〉】 

資料二：臺灣總督府於 1919 年發行的《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提到，日本在臺灣實施官營 移

民有其必要，主要是因：（一）向熱帶地區發展做準備：臺灣是日本當時唯一的熱帶

殖民地，可供發展熱帶栽培業，移民臺灣的經驗，也可提供未來日本人向南方發展 做

準備；（二）緩解母國過剩的人口及農地不足問題；（三）母國民移居臺灣，其行 為

舉止對同化臺灣人具有示範作用，對同化殖民地都有必要性。雖然有上述優點，不 過

移民也有許多風險，例如書中提到，移民來臺後面對的是荒煙漫草的貧瘠土地，還 可

能遇到野獸、天災與疾病威脅，讓人難以適應。  

【參考資料：臺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 

問題： 

(     )4. 上述二則史料時空差距甚大，但都陳述了官方立場的移民政策。根據資料，請問就 

官方立場來看，移民「邊疆」或是「殖民地」有哪些好處？  

(A)根據資料一，移民政策有懲罰罪犯的功效，也具開發邊地之功效  

(B)根據資料二，來臺移民多能順利開發肥沃土地，在臺灣落地生根  

(C)將技術移轉到殖民地，使殖民地能擔任供應母國工業產品的角色 

(D)移民遷入使當地的人口結構產生變化，有助於平衡各項產業發展  

5. 歷史上有許多大規模人口遷徙的案例，其中包含政治、經濟、與氣候等因素，請判 斷以上

二則資料中，移民者的身分、遷徙的目的地及官方實施移民政策的目的。  

資料 移民者身分 移居地 政策目的 

資料一 

 南越、邊 

疆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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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 

日本國民   

第 6.～7.題為題組 

資料一：學者研究發現，西周時期已經開始以父系親屬集團為社會、政治與軍事的基礎單位。

而從祭祖的青銅器中也可發現，女性存在的意義開始聚焦在婚姻之中。春秋時代的女

性墓葬品中，則可見到不少紡輪出土；成書於戰國時代的《呂氏春秋》也可見「男耕

女織」的敘述，由女性負責紡織的概念固定下來。早期王朝成立以降，男性因不需負

擔生產風險而較長壽，且在戰亂之世掌握軍事職權，而承平時代則是透過文字獨占管

理階層，男性因此成為社會活動的核心。如此一來，男女性別角色的分化也被固定下

來。 

【參考資料：王小健，《中國古代性別結構的文化學分析》】 

資料二：「三從」（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是儒家性別倫理的支柱，這一規範剝奪了

女性在法律與社會上的獨立性，意味著女性的每個人生階段都由男性所決定。「三從」

觀念企圖使婦女成為一個無差異的整體，但事實上，士人階層與勞動階層婦女的處境

不盡相同。因為傳統上的男女分工觀念，士人階層的婦女被排除官僚體系之外，被杜

絕晉身管理職位的機會，加上纏足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成為閨媛清規，經濟

上難以獨立；勞動階層的女性則因協助農耕或紡織等活動，而成為家庭經濟來源之

一，尤其在明代中後期紡織業發達，從事相關行業的農家婦女更多，到清代中期更充

分發展「男耕女織」的典型性別分工。至於三姑六婆串街走巷，從事接生、做小買賣

等，經濟上有能力自給自足，有別於其他階層婦女在生活上的被動角色。 

【參考資料：李伯重，〈從「夫妻並作」到「男耕女織」—明清江

南婦女勞動問題探討之一〉，《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問題： 

(     )6. 根據資料，關於中國傳統性別分工的敘述，以下何者正確？ 

(A)從資料一可知「男耕女織」的分工是因男性體力較佳，適合從事勞動 

(B)從資料二可知，女性因為死亡率高於男性，而被排除在管理階層之外 

(C)性別角色的分工是固定不變的，女性負責家庭事務，不從事經濟生產 

(D)性別角色的分工並非完全天生，社會規範與權力分配等亦是關鍵因素 

7. 歐洲工業革命後，中產階級男性避免妻子在外工作賺錢，希望女性待在家負責家務、育兒，

以作為其社會地位的象徵；中國明清「士人階層」婦女受制於纏足與儒家規範而無法當官，

無論是何者，都使女性失去經濟能力。請從題幹及資料分析，這樣的結果對婦女帶來哪些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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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0.題為題組 

貞德出生在法蘭西東部洛林地區的農民家裡，十五歲時，她聲稱聽到聖人的聲音，要她去

幫助皇太子（後來的查理七世），把法國從英國人的進攻裡解救出來。當時法蘭西王朝絕嗣，

英王愛德華三世主張擁有繼承權，攻打法國，更占領了三分之一的法國領土。貞德女扮男裝，

找到皇太子，帶領軍隊解除奧爾良之圍，並擁立查理七世受加冕。然而，後來她打了敗仗，受

俘虜交付英軍，被以女巫罪判為異端，燒死在火刑柱上。1453 年法國奪回國土，趕走英國軍

隊。英法百年戰爭後，地方領主勢力大為削弱，大量的領主與貴族戰死沙場，法國王權獲得強

化，以法語作為共通的語言， 法蘭西民族國家誕生。 

在貞德死後不久，天主教會宣布對貞德的判決無效。隨著歲月流逝，貞德的形象不斷受到

操弄與改變，1871 年法國在普法戰爭失敗，洛林地區劃歸德國，一座可以橫眺亞爾薩斯的山

丘上於是擺放著聖女貞德騎馬像。巴黎金字塔廣場上的貞德雕像到今天仍是法國右派分子的示

威地點。 

1920 年，曾審判貞德為女巫，後來又讓她

平反的天主教會把她封為聖徒，原來是羅馬教

宗想修復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外交關係。由

於貞德是洛林人，德國還曾出現聲稱她是德國

籍的主張。二戰期間，納粹在法國建立維琪傀

儡政權，政府以貞德作為海報主角，宣傳她對

抗英國人的事蹟。 

圖(一)1484 年聖女貞德說服查理七世包圍特

魯瓦 

圖(二)1874 年巴黎金字塔廣場上的聖女貞

德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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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劉金源，《法國史：自由與浪漫的激情演繹》】 

問題： 

8. 透過上述資料複習法國歷史，請將上述資料中的資訊填入下表。 

時間 歷史背景／事件 與貞德相關事跡的意義 

十五世紀 

  

1871 年 

  

1920 年 

  

戰間期 

  

二戰期間 

  

(     )9. 根據上文的敘述，聖女貞德從一介農村少女、女巫，到法蘭西民族英雄的象徵。她

的形象綜合了哪些身分象徵？ 

(A)法蘭西神聖的共和國母親 (B)勞動階層的婦女參與革命 

(C)戰爭中提供醫療的照護者 (D)凝聚民族意識的國族認同 

10. 圖(一)是描繪貞德首次受查理七世接見，說服查理七世振作對抗英國軍隊，圖(二)則是在

巴黎金字塔廣場上的貞德雕像，同樣是貞德卻有截然不同的形象，請將下列關於貞德形象

的敘述填入表格。 

選項：剛強、領導、溫柔、服從 

 圖一 圖二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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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3.題為題組 

一名士兵寫信向家人述說他在前線的經歷：「我們只用了幾天就占領瓜加連環礁（位於太

平洋），雖然動用了海軍和空軍，但那些日本人還真的是很難纏。……接近黎明時，我們朝前

方的壕溝丟手榴彈，殲滅裡面的日本人。突然，日本人開始對我們丟東西，還從兩旁步步逼

近……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到底掃射了幾個「小眼睛的野蠻人」。……美國小夥子是偉大的戰士，

我們在近距離戰鬥中打敗了聰明、狡猾的日本人。……盟軍正在行動，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 

【參考資料：Ralph Eyde, The Washington post.】 

問題： 

11. 根據上文，這名士兵參與的戰爭應是？ 

 

 

 

12. 請根據資料，分析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此場戰役應是發生在戰爭初期 (B)日軍在此役中以空軍攻擊對手 

(C)日軍最終在此戰役中打了敗仗 (D)信中透露士兵對於美軍的輕視 

13. 這名士兵稱日軍為「小眼睛的野蠻人」，可看出他對日軍的何種立場？ 

 

 

 

第 14.～15.題為題組 

資料一：土耳其婦女在古代社會中原享有崇高的地位，但自從信奉回教以後，尤其是在鄂圖曼

帝國時期，婦女的地位卻一落千丈，終生居於家室，有如牢中的犯人。按回教法規定，

一男可娶四妻，丈夫只要連續說三次「我不要你」，便可將太太休掉。婦女不得參與

男人社團，在社會中無發言權。出門時必須將身體遮蓋至足踝，臉上也要戴黑色的面

罩。在汽車和輪船上，婦女的座位也和男人分開。1925 年，國會通過廢止一夫多妻

制，以及女子戴面紗的陋習。在汽車或輪船上男女不須隔離，並規定女兒和兒子同樣

都擁有遺產繼承權。婦女地位的提高，奠定了日後婦女取得參政權的基礎。 

【資料來源：吳興東，《土耳其史：歐亞十字路口上的國家》】 

資料二：西方社會一方面希望女性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同時又期待她們在擁有自己的家庭時，

能以家庭為主，但西方普遍的社會觀念卻對家庭主婦評價甚低，如此造成女性自身定

位與認同上的衝突與矛盾……與之相反的是，伊斯蘭明確肯定女性做為母親與照顧者

的能力，同時賦予母親崇高地位，因此讓選擇擔任家庭主婦的西方女性可以安於自己

的身分認同。此外，相較於西方對性的開放態度，伊斯蘭教嚴格的道德與倫理標準，

能夠滿足西方「改宗女性」希望回到祖父母時代教規之社會型態。許多新穆斯林（註：

改信伊斯蘭教的西方女性）追求的是「平等但不同」的概念，伊斯蘭之所以吸引他們，

原因在於兩性是互補的……兩性之間的差異，以及女性身分與生俱來的正面價值。 

【資料來源：蔡芬芳，〈從改宗之西方穆斯林女性的觀點

看伊斯蘭之性別平等〉，《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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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14. 相較於二十世紀初的土耳其，近代許多改宗伊斯蘭教的西方女性反而不認為伊斯

蘭教的規範是「陋習」或「壓迫」，而是有一份認同感。請根據兩則資料，判斷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選擇改宗伊斯蘭教，是因為自身價值觀與伊斯蘭教義相符 

(B)改宗伊斯蘭教的女性，往往追求兩性在各方面的實質平等 

(C)禁止一夫多妻制反而使女性在婚姻中失去保障、地位降低 

(D)土耳其女性因法律改革而提高地位，證明伊斯蘭教的落伍 

15. 對於資料二陳述西方女性選擇投入改宗伊斯蘭信仰，其陳述的理由為？ 

項目 選擇伊斯蘭的理由 

在家庭主婦、家庭照

顧者的立場上 

 

對於「性」的觀念上 

 

對於兩性關係上 

 

第 16.～18.題為題組 

資料一：1945 年紐倫堡審判中被起訴的被告中，除了有納粹黨人、右翼分子、希特勒的提拔

者等，更包含資助納粹政權資本家。當時的檢察總長弗里茲‧鮑爾援引德國知名的法

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的理念：「合法化種族滅絕的納粹法律」不僅不符合正義，

也違反「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這樣的法律從來都是無效，且「應該讓位

給正義」。因此弗里茲‧鮑爾認為被告有責任拒絕遵從納粹法律。 

【參考資料：羅南‧史坦格，《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看檢察總長如何翻轉德國的歷史》】 

資料二：轉型正義的概念於二十世紀末提出，透過重新檢視歷史，追溯政府過往專制或不法作

為，還原歷史真相，並提出補償或道歉。二戰後的紐倫堡、東京審判皆已有轉型正義

的意涵；1998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公開向二戰期間遭美國政府不當迫害的日裔美國人

道歉；加拿大政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當地原住民族孩童被迫進入寄宿

學校，因此與部落文化疏離等問題，以上都是轉型正義的案例。轉型正義以「人權規

範」做為正義的普世標準，正是其價值與內涵所在，而其目的除了體現民主、自由與

人權的價值，還需替特定國家的整體政經合理化方向與內容服務，以解決其特殊的生

存發展問題。而透過公開審判、媒體報導等方式，也讓過往難以被大眾了解的歷史得

以被討論，如此，不僅能打破以往的威權體制，也有助於集體記憶的創造。 

【參考資料：林孟皇，《轉型正義與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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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16. 根據資料一，從檢察總長的理念可知道，他認為在法律之上更應遵從的價值，應

該是下列何者？ 

(A)形式公平 (B)道德良心 (C)權力地位 (D)公共輿論 

(     )17. 閱讀資料二，所謂「轉型正義」對「集體記憶的創造」的意義，指的是什麼？（多

選題） 

(A)找出事實真相 (B)經由公開審判、媒體報導讓過往歷史有機會被討論 (C)

透過重新檢視歷史，追溯政府過往專制作為 (D)透過審判報復加害者，以獲得被

害者的正義 (E)替特定國家的整體政經合理化方向服務 

18. 紐倫堡審判的主要被告，除了納粹黨人、右翼分子、希特勒的提拔者，還包含了資助納粹

政權的資本家。你同意此作法嗎？為什麼？ 

我               

因 為              

               

               

               

               

               

第 19.～20.題為題組 

東德著名作家克里斯塔‧沃爾夫曾在回憶錄裡陳述了東德的種種缺失，以及被監視下的惱

人經歷。但該書出版後，卻有部分評論家認為她沒有在東德政府和「史塔西」（德語「國家安

全部」的縮寫）仍掌權時發表這本書，因而怪罪她保持沉默，等同共謀，痛批沃爾夫享受自己

國際作家身分待遇，卻沒有盡到與之相符合的社會責任。更糟糕的是，1990 年代，人們瀏覽

查閱「史塔西」資料，發現了沃爾夫本人在 1959 年至 1961 年之間交付給「史塔西」的報告—

原來她曾經是一名通報者！她曾經與史塔西特工有所往來，而她完全忘了這件事。 

克里斯塔後來出版了一本書，詳細探討了這件事。她表示自己與「史塔西」特工的接觸十

分短暫，在 1961 年柏林圍牆修築後就沒有了聯繫。她強調，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行動」，而

是在於「記憶」；她竟然有辦法完完全全壓抑相關記憶，以致於忘記了那回事。她的心靈有能

力把可恥的記憶壓抑消弭，這是她雖然可以承認，但始終無法原諒自己的事。 

【參考資料：尼爾‧麥格瑞格，《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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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19. 根據上文這位知名作家的著作和相關說法，可知在推動轉型正義時，可能會遇到

什麼樣的困難？ 

(A)年代久遠以致缺乏物證 (B)當事人的記憶準確度 (C)知名人士成為目標 

(D)媒體輿論的炒作 

20. 請試著以中性的陳述方式，在 70～140 字內，簡述上文（提示：請避免使用主觀、含價

值判斷的文句或詞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