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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高師大附中國中二年級學期補考作業 

班級：    座號：     姓名： 

請依照歷史課本內容填答空格 

第 1 章 中華民國的建立 

1-1 帝國崩解 

19 世紀末，中國一些知識分子不滿清廷改革成效，將歐美國家推行民主共和的經驗，視為救國

良方，於是展開革命行動，企圖推翻君主專制。 

一 清末革命運動 

1894 年，孫中山受到【            】中國戰敗的刺激，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興中會，鼓吹革

命。1905 年，結合其他革命團體，在日本東京組成中國革命同盟會。同盟會成立後，擴大宣傳

革命理念，密集發動武裝起事。後來清廷雖也推動【            】，試圖挽回民心，但表現令

人失望，反而留給革命派可乘之機。 

二 建立民國 

1911 年，清廷宣布鐵路【          】，引發各地士紳抗爭。10 月 10 日，湖北武昌的革命派

趁機發動武裝起事，一舉成功。各地立憲派人士紛紛轉向響應，促成許多省分宣告獨立，脫離清

廷，史稱【            】。 

民國元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       】成立，孫中山就任【             】，中華民

國正式誕生。 

1-2 民初政治 

民國成立不久，先後出現袁世凱統治、【         】兩個階段，合計 17 年，共同特徵是軍人

掌權，都未能貫徹民主共和的立國理想。 

一 袁世凱時期（民國元年～民國 5 年） 

清末國勢不振，【        】的傾向明顯，有利於袁世凱藉編練【          】而崛起。民國

成立後，袁世凱成功逼使宣統皇帝溥儀退位。臨時政府依約定推選他為臨時大總統，並制定中

華民國臨時約法，以便制衡。但袁世凱藉口【         】，不願南下就職，臨時政府因而遷往

北京。 

1-3 民初外交 

民國初年，北京政府和列強交涉修改不平等條約，頗有成效。但列強並未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其

中以日本的動向最受注意。 

一 袁世凱時期—二十一條要求 

民國 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機對德國宣戰，派兵奪取【        】膠州灣。次年，

又向袁世凱提出【              】，意圖得到山東等地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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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舊傳統與新思潮 

請閱讀文章回答問題 

清末民初，中國開始引進外國兒童讀物，但當時處在傳統向現代過渡的階段，翻譯家大多還是沿

用文言文，根據成年人的立場，隨意增刪改寫。對此，新文化運動時的作家周作人很不認同，他

認為這就像是將安徒生寫的童話，變造為「用古文來講大道理」的「孔孟道德」，非常索然無趣。 

周作人是最早介紹安徒生給中國讀者的翻譯家之一。早在新文化運動時，他就能挖掘兒童的個

性，認真研究兒童心理和兒童文學。他的童話翻譯不是為了傳統的「文以載道」，而是為了他所

提倡的「承認兒童的世界」。 

民國 8 年 1 月，周作人讓中國讀者第一次透過中文，讀到了安徒生的童話名篇「賣火柴的女兒」

（今譯賣火柴的小女孩）。故事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使用白話文，內容力求忠實，譯者不擅自

加入自己的意見。讓我們跟著周作人，觀看女孩點燃第一根火柴時的場景（圖 2-2-10）。 

同學們看到的「他女」，等於英文裡的 “she”。為什麼不是現在我們習慣寫的「她」？ 

近代西方學說大量輸入中國後，翻譯工作面臨各種挑戰。起先大家常把 he 和 she 翻成「他」

字，不區分男女。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有人深受「婦女解放」觀念的啟發，開始倡導要為中國女

性打造一個專屬的第三人稱代名詞。 

民國 7 年 8 月，周作人在新青年雜誌透露說，朋友認為可以造一個「她」字試試。周作人覺得

是件好事，但又擔心排版房要新鑄一個字模也很麻煩，最後靈光乍現，借用日文「彼女」一詞，

造出同學們所看到的「他女」。 

各位覺得「他女」的效果好不好呢？民國 8 年 5 月，一位北京大學的學生在報紙上發表文章，

讚揚女性投入五四愛國運動的表現，首次使用前面說的「她」字。 

雖然有人批評「她」的發音無法和「他」做出區隔，但也有人相信這反而是「男女平等」的某種

表現。後來愈來愈多人願意開始改用「她」字，進而約定俗成至今。 

 

1. （  ） 中國始自何時，開始引進西方兒童讀物？ (A)元末明初 (B)明末清初 (C)清末民初 

(D)民國以後 

2. （  ） 以下關於周作人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其為立憲運動的主要提倡者 (B)他認為兒

童就是「小的大人」 (C)他所翻譯的西方童話多以文言文為主 (D)他的作品大多出

現在《新青年》裡 

3. （  ） 周作人所翻譯的「賣火柴的女兒」，有什麼與傳統相異的特色？ (A)以文言文寫作 

(B)行文加註新式標點符號 (C)用語艱澀難懂 (D)故事內容希望能夠「文以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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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現代國家的挑戰 

請參考課本第 3 章「西安事變」回答 

這是當時西安事變爆發後，立場相異的兩間報社刊出的報紙，A 為親共立場的報社所刊，因為

以同情張學良的角度撰寫；B 為親國民黨的報社撰寫，因形容張學良為「叛變」。請仿照報社下

的標題，假設你是當時的記者，為此事件下一個標題。 

 

 

1. 請問你的立場是？(親共產黨、親國民黨、或是其他:其他請撰寫是哪方立場) 

 

 

2.請根據你的立場為此事件下一個新聞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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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現代國家的變局 

第 4 章描述了現代國家的各種戰爭，請你翻閱課本或者上網查詢，挑一場令你印象深刻、發生

在 20 世紀的戰爭，並簡要描述這場戰爭發生的始末，及令你印象深刻的原因。 

 

1. 令你印象深刻的 20 世紀戰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這場戰爭發生的原因、參戰的是那些國家(請以 30 字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令你印象深刻的原因(請以 50 字說明) 

 

 

 

第 5 章   共黨政權在中國 

下面是與近代中國史事相關的四張圖照、四則口號。 

1. 請依照時間順序排列圖照，並填上相呼應的口號與歷史事件。 

 

時間 1937～1945 1958～1960 1966～1976 1989 

圖片 D    

口號 丙    

相關史事 抗日戰爭   
 

 

 

三年超英，五年趕美。 

甲 

乙 

丙 

丁 

民主萬歲，人民萬歲。 

我愈戰愈強、敵愈戰愈弱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一反到底，就是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