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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卷與試題為研究測試用，後續仍會進行評估或調整修改，並非大考中心未來正式考試

的最終確定型式。關於適用於 108 課綱相關考試之組卷與試題型式，請參考本中心未來公

告之考試說明與參考練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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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部 分 ： 題 組 題

說明：以下題組內包含有單選、多選、非選等題型。單選題每題有4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

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請劃記在答案卷卡之該題號作答區。多選題每題有5個選項，

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答案劃記在答案卷卡之該題號作答區。非選擇

題請在答案卷卡之該題號作答區寫下答案。選擇題每題2分，非選題分數依各題所示。 

一 、  閱 讀 下 列 資 料 ， 回 答 下 列 問 題

十 三 世 紀，蒙 古 高 原 的 遊 牧 人 群 崛 起 並 迅 速 擴 張，建 立 起 橫 跨 歐 亞 的 陸 上 帝 國。

西 元 1206 年，成 吉 思 汗 統 一 蒙 古 各 部，建 立 蒙 古 國；1271 年，忽 必 烈 以「 元 」為

國 號 ， 定 都 大 都 ； 1276 年 ， 忽 必 烈 攻 佔 南 宋 首 都 臨 安 ； 1279 年 ， 陸 秀 夫 背 負 兒 皇

帝 ， 跳 海 而 亡 ， 南 宋 正 式 滅 亡 。

蒙 元 史 的 研 究 有 蒙 古 中 心 與 中 國 中 心 兩 種 學 術 觀 點，前 者 將 元 視 為 蒙 古 帝 國 的

組 成 之 一，後 者 則 視 其 為 中 國 歷 代 王 朝 之 一。近 來 蒙 古 中 心 的 學 者 指 出，蒙 古 原 為

高 原 上 的 遊 牧 人 群，但 在 忽 必 烈 滅 南 宋，接 收 其 海 上 船 隊 後，進 一 步 將 勢 力 伸 向 海

洋，連 接 起 歐 亞 的 內 陸 世 界 與 海 洋 世 界，成 為 人 類 史 上 首 次 同 時 控 制 陸、海 的 巨 大

帝 國。在 蒙 古 統 治 下，歐、亞 之 間 出 現 了 大 規 模 的 人 群 移 動、物 品 交 換 與 技 術 交 流。

除 了 海 洋 貿 易，忽 必 烈 也 重 視 內 陸 水 運，下 令 拓 寬 黃 河 與 長 江 之 間 原 有 的 運 河，並

在 南 方 開 鑿 新 運 河 ， 讓 船 運 成 為 帝 國 內 糧 食 運 輸 的 主 力 。

沈 船 是 了 解 古 代 航 運 的 重 要 材 料 ， 1975 年 韓 國 新 安 外 海 曾 發 現 一 艘 十 四 世 紀

上 半 的 沈 船 ， 出 水 銅 錢 、 胡 椒 、 景 德 鎮 陶 瓷 等 。 有 些 貨 品 還 標 註 貨 主 名 號 ， 如 日

本 京 都 佛 寺 「 東 福 寺 」 ， 是 蒙 元 時 期 東 北 亞 海 洋 貿 易 的 見 證 。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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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 者 對 元 朝 開 始 之 年 有 不 同 看 法 ， 反 映 出 蒙 古 中 心 與 中 國 中 心 兩 種 不 同 觀 點 。 題

文 第 一 段 提 到 四 個 年 代 ：

甲 1206
乙 1271
丙 1276
丁 1279
哪 一 年 代 最 能 代 表 蒙 古 中 心 ？ 哪 一 年 代 最 能 代 表 中 國 中 心 ？ 理 由 為 何 ？ 請 將 答 案

填 入 答 案 卷 卡 作 答 區 內 的 表 格 中 。 （ 非 選 ， 4 分 ）  

2. 題 文 指 出 在 蒙 古 統 治 下 ， 歐 、 亞 之 間 出 現 大 規 模 的 人 群 移 動 、 物 品 交 換 與 技 術 交

流 。 此 一 現 象 和 下 列 哪 些 措 施 關 係 最 密 切 ？ （ 多 選 ）

(A)蒙 元 政 府 廢 除 過 路 稅 ， 有 利 商 人 長 距 離 的 移 動

(B)大 元 汗 國 發 行 紙 幣 ， 作 為 大 規 模 交 易 結 算 之 用

(C)東 方 大 元 汗 國 與 西 方 伊 兒 汗 國 二 地 的 關 稅 相 同

(D)歐 洲 人 馬 可 波 羅 於 元 初 來 到 大 都 覲 見 忽 必 烈 汗

(E)中 亞 工 匠 被 遷 至 河 北 北 部 ， 製 造 蒙 古 貴 族 織 品

3. 從 地 圖 資 訊 與 出 水 文 物 判 斷 ， 韓 國 新 安 外 海 發 現 的 沉 船 最 可 能 從 以 下 那 一 港 口 裝

載 貨 物 ？

(A)大 都 (B)慶 元 (C)廣 州 (D)占 城

4. 以 下 何 者 較 有 可 能 是 促 成 忽 必 烈 汗 拓 寬 及 開 鑿 運 河 的 原 因 ？ （ 多 選 ）

(A)水 運 運 送 成 本 比 陸 運 成 本 低  (B)水 運 的 載 貨 量 遠 遠 大 於 陸 運

(C)連 結 國 內 與 海 外 的 貿 易 網 路  (D)讓 軍 隊 更 快 從 北 方 抵 達 南 方

(E)將 各 地 的 訊 息 更 快 傳 回 大 都

5. 相 較 於 陸 地 上 的 絲 路，以 下 哪 些 商 品 貿 易 更 得 利 於 元 代 取 得 圖 中 的 海 路 ？（ 多 選 ）

(A)馬 匹 (B)象 牙 (C)瓷 器 (D)毛 皮 (E)肉 桂

6. 當 時 中 國 的 戎 克 船 與 阿 拉 伯 的 單 桅 帆 船 頻 繁 往 來 於 東 亞 至 西 亞 的 海 域 ， 交 通 、 通

商 、 政 治 在 海 上 逐 漸 形 成 系 統 ， 其 中 東 亞 及 南 亞 的 海 運 大 致 可 以 分 為 三 段 ： 由 泉

州 往 平 安 京 、 由 廣 州 往 麻 六 甲 以 及 由 朋 加 剌 往 臥 亞 ， 請 分 別 為 這 三 段 航 線 連 結 適

合 出 發 的 月 份 ： （ 非 選 ， 3 分 ）

泉州  平安京  ● 
● 一月

● 三月

廣州  麻六甲  ● 
● 五月

● 七月

朋加剌  臥亞  ● 
● 九月

●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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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閱 讀 下 列 資 料 ， 回 答 下 列 問 題  

許 多 國 家 曾 推 行「 國 語 」，但 像 臺 灣 一 樣，在 短 短 五 十 年 內 接 連 經 歷 兩 種「 國

語 運 動 」的 例 子 卻 不 多 見。臺 中 人 蔡 先 生（ 1908-2004）的 個 人 生 命 經 驗，便 是 這 一

歷 史 的 具 體 寫 照 。  

日 治 時 期，蔡 先 生 在 公 學 校、師 範 學 校 就 學 期 間，及 畢 業 後 從 事 教 學 之 初，「 國

語 」 及 漢 文 曾 並 用 兼 行 。 但 隨 著 日 本 對 華 戰 爭 加 劇 ， 總 督 府 自 1937 年 起 便 發 佈 禁

用 漢 文、禁 說 臺 灣 語 等 連 串 禁 令。中 華 民 國 移 入 臺 灣 後，面 對 另 一 波「 國 語 運 動 」，

蔡 先 生 為 了 確 保 教 學 工 作 ， 又 於 1948 年 從 臺 中 市 政 府 設 置 的 補 習 班 取 得 了 中 、 高

級「 國 語 文 」結 業 證 書。終 其 一 生，致 力 於 音 樂 教 育 的 蔡 先 生 都 難 有 機 會 公 開 運 用

其 母 語 從 事 教 學 和 創 作。學 者 指 出，上 述 獨 尊 一 語 的「 國 語 運 動 」，應 當 和 區 分 不

同 語 言 位 階 的 國 家 政 策 有 關 。  

1980 年 代 後 期，臺 灣 不 同 族

群 先 後 發 起 復 振 母 語 的 社 會 運

動 ， 促 使 政 府 針 對 語 言 流 失 問

題 ， 採 取 將 各 種 母 語 納 入 學 校 課

程 ， 或 成 立 不 同 語 言 的 電 視 臺 等

積 極 作 為 。 儘 管 如 此 ， 許 多 族 群

的 語 言 存 續 仍 面 臨 危 機 。 有 的 學

者 便 透 過 表 1 的 統 計 數 據 指 出，不 僅 客 語 和 原 住 民 族 族 語 的 傳 承 陷 入 嚴 重 困 境，作

為 家 庭 常 用 語 言 的 閩 南 語 在 公 共 場 所 也 仍 受 到 潛 在 的 排 擠，不 受 主 流 文 化 的 肯 認。  

1. 學 者 指 出，臺 灣 的 兩 次「 國 語 運 動 」使 得「 國 語 」成 為 公、私 領 域 的 主 流 語 言。而

「 國 語 」 之 所 以 易 於 受 到 主 流 文 化 的 青 睞 ， 可 能 在 於 「 國 語 」 與 社 會 經 濟 利 益 具

有 實 際 聯 結 。 請 從 題 文 中 蔡 先 生 的 個 案 ， 分 別 從 日 治 時 期 與 戰 後 提 出 「 國 語 與 社

會 經 濟 利 益 實 際 連 結 」 的 兩 個 例 證 ？ （ 非 選 ， 4 分 ）  

2. 根 據 文 中 蔡 先 生 的 實 例 ， 可 以 看 出 統 治 者 得 以 大 力 推 行 國 語 ， 與 臺 灣 近 代 歷 史 上

哪 項 發 展 的 關 係 最 為 密 切 ？  

(A)國 民 教 育 的 建 置 與 推 廣  (B)政 治 動 員 的 宣 傳 與 引 導  

(C)廣 播 媒 體 的 運 用 與 普 及  (D)報 章 雜 誌 的 印 刷 與 刊 布  

3. 學 者 主 張 「 國 語 運 動 」 ， 應 當 和 區 分 不 同 語 言 位 階 的 國 家 政 策 有 關 ， 以 下 哪 些 史

料 可 以 支 持 此 一 推 論 ？ （ 多 選 ）  

(A)1930年 代 後 期 臺 灣 總 督 府 頒 發 的 「 國 語 家 庭 」 表 揚 書 狀  

(B)1950年 代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明 令 開 放 印 刷 羅 馬 字 版 臺 語 聖 經  

(C)1970年 代 初 期 辦 公 室 與 公 共 場 所 應 一 律 使 用 國 語 的 規 定  

(D)1980年 代 初 期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長 限 制 方 言 節 目 播 放 的 宣 示  

(E)1990年 代 初 期 教 育 部 明 令 將 母 語 安 排 於 中 小 學 教 學 課 程  

26.4%
36.5%

49.9%

38.4%

4.9% 3.5%

18.3%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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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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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在家裡最常說的語言

華語 閩南語 包含客語 華語+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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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 據 題 文 ， 蔡 先 生 的 經 歷 反 映 未 使 用 「 國 語 」 的 群 體 ， 其 本 身 的 文 化 特 質 是 不 受

國 家 政 策 支 持 的 。 這 種 國 家 政 策 上 的 後 果 ， 與 下 列 哪 項 法 令 政 策 影 響 下 的 現 象 最

為 相 似 ？  

(A)缺 乏 反 歧 視 規 範 ， 使 新 移 民 群 體 的 社 會 形 象 遭 受 媒 體 污 名 化  

(B)政 府 放 任 商 業 開 發 排 擠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 使 傳 統 領 域 受 到 破 壞  

(C)政 府 將 英 語 教 學 列 為 國 小 必 修 課 程 ， 使 英 語 成 為 優 勢 的 語 言  

(D)同 性 戀 情 侶 交 往 互 動 的 照 片 ， 被 排 除 在 教 科 書 選 用 插 圖 之 外  

5. 根 據 題 文 ， 我 國 雖 採 取 了 具 體 政 策 搶 救 母 語 ， 但 成 效 並 不 佳 ， 請 根 據 題 文 所 描 述

之 母 語 使 用 現 況 以 及 表 1 顯 示 的 資 訊 ， 完 成 答 案 卷 卡 內 作 答 區 的 表 格 。 （ 非 選 ，

4 分 ）  

 

 

第 貳 部 分 ： 問 卷 調 查  

說明：非常感謝你(妳)協助大考中心的研究試卷測試工作。首先，這份試卷與109學年度

學測社會考科並無直接關係，請不要擔心。我們為了配合十二年國教課綱強調的

「核心素養」學習，也為了因應未來大學招生及考試制度可能的變革，研發了此

份素養導向試題。本試題的測試以及問卷之結果，均僅作為研究之用。再次感謝

你(妳)的協助與分享。 

大考中心社會科素養導向試題研發小組 

請 將 你 (妳 )的 意 見 ， 依 下 列 題 號 順 序 ， 劃 記 於 答 案 卷 卡 上 。  

1. 整 體 而 言 ， 我 對 於 題 文 能 充 分 了 解 。  

(A)非 常 同 意  (B)同 意  (C)無 意 見  (D)不 同 意  (E)非 常 不 同 意  

2. 你 （ 妳 ） 覺 得 作 答 第 一 大 題 需 要 多 少 時 間 比 較 充 裕 ？  

(A)5分 鐘  (B)10分 鐘  (C)20分 鐘  (D)30分 鐘  (E)40分 鐘   

3. 你 （ 妳 ） 覺 得 作 答 第 二 大 題 需 要 多 少 時 間 比 較 充 裕 ？  

(A)5分 鐘  (B)10分 鐘  (C)20分 鐘  (D)30分 鐘  (E)40分 鐘   

4. 整 體 而 言 ， 題 文 （ 不 包 含 個 別 試 題 ） 的 文 字 數 量 ， 是 適 中 的 。  

(A)非 常 同 意  (B)同 意  (C)無 意 見  (D)不 同 意  (E)非 常 不 同 意  

5. 本 份 試 卷 的 答 案 卷 卡 各 題 作 答 區 標 示 是 清 楚 的 。  

(A)非 常 同 意  (B)同 意  (C)無 意 見  (D)不 同 意  (E)非 常 不 同 意  

6. 本 份 試 卷 的 答 案 卷 卡 各 非 選 題 作 答 區 空 間 是 充 足 的 。  

(A)非 常 同 意  (B)同 意  (C)無 意 見  (D)不 同 意  (E)非 常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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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 會 科（ 包 含 歷 史、地 理、公 民 與 社 會 三 科 ）的 課 堂 學 習，有 助 於 回 答 本 份 試 卷。  

(A)非 常 同 意  (B)同 意  (C)無 意 見  (D)不 同 意  (E)非 常 不 同 意  

8. 整 體 而 言 ， 你 認 為 本 份 試 卷 的 難 易 度 如 何 ？  

(A)很 難  (B)有 點 難  (C)普 通  (D)有 點 簡 單  (E)很 簡 單  

9. 本 份 試 卷 符 合 探 究 與 實 作（ 例 如 觀 察 現 象、蒐 集 資 訊、規 劃 研 究、論 證 討 論、評 價

省 思 等 ） 的 精 神 。  

(A)非 常 同 意  (B)同 意  (C)無 意 見  (D)不 同 意  (E)非 常 不 同 意  

10.本 份 試 卷 中 的 試 題 設 計 有 助 於 鼓 勵 你 嘗 試 跨 學 科 、 跨 領 域 的 統 整 思 考 模 式 。  

(A)非 常 同 意  (B)同 意  (C)無 意 見  (D)不 同 意  (E)非 常 不 同 意  

11.本 份 試 卷 中 的 試 題 設 計 有 助 於 你 體 認 課 堂 所 學 知 識 可 活 用 於 實 際 生 活 。  

(A)非 常 同 意  (B)同 意  (C)無 意 見  (D)不 同 意  (E)非 常 不 同 意  

12.本 份 試 卷 中 的 試 題 設 計 需 運 用 學 科 知 識 及 學 科 技 能 來 解 答 。  

(A)非 常 同 意  (B)同 意  (C)無 意 見  (D)不 同 意  (E)非 常 不 同 意  

13.這 類 社 會 跨 科 題 型 相 較 於 單 科 試 題 給 你 (你 )什 麼 印 象 ？ 你 (你 )認 為 對 你 (你 )的 社 會

領 域 各 科 學 習 將 有 什 麼 影 響 ？ 非 常 歡 迎 分 享 意 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