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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重點通
極權政治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珍珠港事件
歐亞戰場合流

德、日相繼投降，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

1941年

▼

1945年

日本入侵東亞 德併奧吞捷
德入侵波蘭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

1931年

▼

1938年

▼

1939年

(一)歐洲極權政治的興起

蘇聯

領導者 共產黨 列寧、史達林

方式 以革命的方式

背景

1.�列寧執政初期，推行激進的共產主義政策，使得經濟惡化，於是改行新的

經濟政策以挽救經濟

2.史達林掌權後，進一步建立獨裁政權

內容
1.列寧建立以黨領政的制度，並以祕密警察來排除異議分子

2.史達林建立獨裁政權，推行計畫經濟 蘇聯因此成為工業強國

義大利

領導者 法西斯黨 墨索里尼

方式 發動政變奪權

背景
1.一次大戰後，義大利經濟瀕臨破產，社會不安，使共產黨有發展空間

2.墨索里尼以保護財產、打擊共黨和維護社會秩序為目的，取得人民支持

內容
以恢復古羅馬榮耀為口號，領導法西斯黨進軍羅馬，發動政變，進而擔任義

大利首相，與德國合作對外侵略

重點 1 (配合別冊P.26)

●極權政治：蘇聯、義大利、德國
●二次大戰原因：經濟大恐慌、凡爾賽條約、姑息政策、美國孤立主義
●戰爭發展：軸心國占上風→美國參戰→同盟國反攻
●影響：蘇聯勢力擴張、聯合國成立

極權統治與
二次大戰

●兩大陣營：蘇聯(共產)、美國(民主)
外交衝突：柏林危機、古巴危機、韓戰、越戰、以阿衝突

●第三世界：亞、非、拉丁美洲新興國家形成美、蘇以外的第三世界
●共產政權的瓦解：
 主導者→戈巴契夫、葉爾辛
 影響→東歐共產政權瓦解、德國統一、蘇聯解體、冷戰結束

冷戰時
的局勢

●國際組織：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
●區域統合：東南亞國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歐洲聯盟

國際組織與
區域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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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領導者 納粹黨 希特勒

方式 合法選舉取得政權

背景

1.一次大戰後，受到《凡爾賽條約》苛刻的要求，和戰後經濟的困頓

2.�希特勒在此時提出廢除《凡爾賽條約》為號召，及收復領土、打擊共黨等

訴求，獲得人民支持

內容
希特勒發展經濟，另一方面解散其他政黨，剝奪猶太人等弱勢群體的人權，

建立極權統治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間 西元1939年∼1945年(亞洲戰場以西元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為開端)

背景

1.經濟大恐慌的衝擊

2.德國對於《凡爾賽條約》的不滿

3.國際聯盟成效不彰，姑息政策盛行：

� 日本侵略中國，國際聯盟僅對日本溫和譴責外，並無其他具體行動

� 義侵衣索比亞，國際聯盟僅對義大利進行有限制的經濟制裁

� �德侵捷克，捷克向國際聯盟求援。德、英、法召開慕尼黑會議，英國為使德國停

止侵略，犧牲捷克以換取和平

4.美國奉行孤立主義，不願捲入歐洲紛爭

結盟 軸心國日本、義大利、德國�VS.��同盟國英、法、俄、美、中

導火線
1.�西元1937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二次大戰亞洲戰區開戰�� 本書P.148重點二

2.�西元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揭開歐洲戰場序幕

經過

戰爭

初期

西元1937∼1941年

西班牙
巴爾幹半島

義
大
利

土耳其

西元1944年6月，
盟軍諾曼第登陸

西元1942年11月，
盟軍登陸北非進攻
義大利

西元1943年1月，
蘇聯反攻

貝薩摩

那維克

卑爾根

里加

莫斯科

史達林格勒

美美爾

華沙

布達佩斯

柏林

倫敦

巴黎

魯爾區

馬賽
熱那亞

斯德丁

諾曼第

圖　　例

盟軍反攻路線

城市

▲ 盟軍反攻路線圖

1.�德國以閃電戰，迅速攻陷荷蘭、比利

時和法國，並轟炸英國

2.�進攻蘇聯，展開東線戰事

戰爭

後期

西元1941年∼1945年

1.�日本突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美國

向軸心國宣戰；中國加入同盟國陣營

2.盟軍進逼義大利本土，義大利投降

3.�美國將領艾森豪在法國諾曼第登陸，

開闢第二戰場，德國投降

4.�西元1945年美軍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

下原子彈，日本投降，大戰結束

影響

蘇聯

擴張

根據《雅爾達密約》，戰後蘇聯接收部分東歐國家，使蘇聯在戰後的勢力迅

速擴張

人權

重視

戰爭期間，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行動引起國際輿論與譴責，進一步促使國際社

會重視人權與人性尊嚴

聯合國 戰爭後期由中、美、英、蘇等倡導建立，以維護戰後世界的和平

229單元 21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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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試身手

( C ) 1. 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是戰爭後期才加入，並成為影響戰爭結束的關鍵性因素。請
問：美國因為哪個事件才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局？　

(A)諾曼第登陸　(B)無限制潛艇政策
(C)珍珠港事件　(D)希特勒廢除《凡爾賽條約》

( A ) 2. 為了避免世界大戰的再度發生，也鑑於國際聯盟成立後，無法有效遏止侵略者，於
是幾個重要國家決定成立哪個組織，取代國際聯盟？　

(A)聯合國　(B)共產國際
(C)軸心國　(D)關稅同盟

冷戰時的局勢

韓戰爆發 越戰爆發

▼

1950年

▼

1954年

古巴危機 以阿衝突 東西德統一

▼

1962年

▼

1975年

戈巴契夫
改革

▼

1985年

華沙公約
組織成立

▼

1955年

▼

1990年

蘇聯解體

▼

1991年

二次大戰結束 柏林危機

東西德分立；
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成立

▼

1945年

▼

1948年

▼

1949年

(一)美蘇的對抗

背景

1.二次大戰嚴重影響歐洲經濟，結束歐洲的領導地位，國際間形成美國和蘇聯兩大強國

2.�雙方都擁有大量的核子武器，一旦直接衝突，可能導致全人類毀滅 雙方盡量避免全

面性的戰爭，而以政治與經濟的影響力、軍備競賽等方式明爭暗鬥

3.美、蘇兩強為了爭奪政治利益，並導致區域性戰爭的發生

兩大

陣營

蘇聯—

共產集團

1.�蘇聯倚恃美、英在《雅爾達密約》的允諾，進占東歐、德國東部、朝鮮

北部與中國東北

2.�蘇聯扶植占領區內的共黨勢力，於戰後建立共產政權，遂使中國大陸淪

為共產國家，韓國與德國分裂為二，東歐各國先後陷入鐵幕之中

3.蘇聯聯合東歐共產國家成立「華沙公約組織」

美國—

民主陣營

1.美國在戰後在西歐推行「馬歇爾計畫」，協助經濟復甦

2.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軍事同盟，實施圍堵政策

太

平

洋

北 極 海

洋 洋度印

西

大

法國
土耳其

伊拉克

伊朗

巴基斯坦

中 國

蒙古

蘇 聯

泰國

北越

北韓

南韓

日
本

中華民國

加 拿 大

美 國

古巴

菲
律
賓

澳大利亞

南越

英
國

東
德

西
德

圖　　　　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其他美國盟邦

華沙公約組織

其他共產國家

▲ 圍堵政策示意圖 

1.日本突襲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美國對軸心國宣戰。

2.二次大戰後，中、美、英、蘇等國倡導建立聯合國，維持世界和平。

重點 2 (配合別冊P.27)

美國為首的反共產集團
以包圍方式，企圖阻止
共產主義的向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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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危機

柏林

危機

1.�西元1948年，蘇聯下令封鎖西柏林，美國採取空

運方式援助，次年解除封鎖

2.蘇聯在東、西柏林的邊界興建「柏林圍牆」

北

越

南

越

寮

國

柬埔寨
(高棉)

泰 國

中 國

河內

胡志明市
(西貢)

湄

公

河

暹 羅 灣

南

東京灣

海

圖　　例

西元1954年越共占領區

西元1975年越共占領區

西元1954年
南北越分界線17°N

▲ 越戰形勢圖

平壤

38°N

首爾
（漢城）

板門店

西元1953年
停戰線

西元1950年
戰爭爆發時
南北分界

中 國

北 韓

南 韓

日

本

海

黃

鴨

綠

江

海

圖　　例

聯合國軍隊進攻路線

共軍進攻路線

▲ 韓戰形勢圖

古巴

危機

西元1962年，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射程涵蓋美

國本土，經過協調，危機才平息

冷戰趨向緩和

區域

衝突

韓戰

1.�西元1950年∼1953年，北韓在蘇聯與中共的支

持下，大舉南侵，聯合國安理會決定以武力制裁

侵略

2.南、北韓簽定停戰協定，以北緯38度為界

越戰

1.�西元1954年∼1975年，法國勢力退出越南，北

越共黨南侵，引起美國勢力介入

2.�美國損失慘重，國內反戰情緒高漲，美軍撤離，

越南成為共產國家

以阿

衝突

1.�猶太人在英、美的支持下，於西元1948年在巴勒

斯坦建立以色列，引起阿拉伯世界的不滿

2.�中東地區是世界重要的產油國，使問題更加複雜

結束

1.�西元1985年，蘇聯在戈巴契夫上臺後，對內展開政治、

經濟改革，減少對東歐國家的控制

2.�西元1991年，俄羅斯總統葉爾辛建立獨立國家國協，蘇

聯正式解體，冷戰正式結束

馬上試身手

( C ) 1. 在二次大戰末期，蘇聯已經積極向東歐擴展勢力，戰爭結束後已經控制東歐許多地
方，並成立什麼組織，加強這些國家的連結？　

(A)歐洲聯盟　(B)第三世界　(C)華沙公約組織　(D)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 C ) 2.美蘇冷戰的第一場衝突是「柏林危機」，發生的原因為何？　
(A)蘇聯進行飛彈試射　　(B)蘇聯派兵進占柏林　
(C)蘇聯下令封鎖西柏林　(D)美國企圖鼓動東德獨立

(二)第三世界國家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獨立運動再掀高潮，民族自決成為時代主流，歐洲殖民勢力瓦

解，亞、非新興國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內容

1.�在美、蘇兩強對峙局勢下，亞、非、拉丁美洲等新興國家

標榜中立。新興國家在國際事務上互相合作，因此有「第

三世界」之稱

2.�這些國家政治上雖已獨立，但內部動盪不安，內戰頻繁；

經濟上還停留在提供原料與廉價勞工，脫離不了工業化國

家的剝削

3.�亞非會議促進亞非新興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並抵制

美國與蘇聯的殖民主義

1.蘇聯聯合東歐國家，成立華沙公約組織。

2.蘇聯封鎖西柏林地區，引發柏林危機。

第三世界在聯合國形成一股
力量，迫使工業發達的國
家，給予開發國家經濟與科
技上的援助，也在國際組織
中扮演關鍵性角色

231單元 21   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世界

用
心
傾
聽
．
全
心
打
造

P228-238歷史勝經_單元21.indd   231 2015/4/8   下午 01:50:04



(三)共產政權的瓦解

時間 西元一九九○年代

代表 戈巴契夫、葉爾辛

背景
1.民主國家經濟日益繁榮，而共產國家經濟則貧困不堪

2.蘇聯社會再也不能容忍缺乏自由、無法選擇政黨和信仰的不合理情況

改革
1.對內：推動開放、自由的政經改革

2.對外：改善與歐美國家的關係，放鬆對東歐各國的干預

影響

1.東歐國家因為蘇聯改革，共產政權紛紛瓦解，東德與西德也於西元1990年統一

2.西元1991年，蘇聯加盟共和國陸續放棄共黨專政，宣布獨立

3.俄羅斯總統葉爾辛宣布組成獨立國家國協，蘇聯正式解體，美蘇冷戰落幕

馬上試身手

( D ) 1. 美蘇兩國在冷戰中，為了徵求盟友，紛紛將世界各國納入自己陣營中，但有些不願
意加入的小國家，彼此互相合作，成為國際間一種新的勢力，這種勢力被稱為何？

(A)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B)東南亞國協　(C)亞太經合會　(D)第三世界

( A ) 2. 俄羅斯前總統葉爾辛對於俄國的政治和世界情勢的影響深遠，下列何者是他的作為？
(A)建立獨立國家國協，蘇聯解體　(B)成立共產國際，擴張共產勢力　
(C)推行計畫經濟，發展國防工業　(D)促成東、西德的統一

國際組織與區域統合

亞太經合會成立 歐盟成立

▼

1989年

▼

1993年

聯合國成立

▼

1945年

東南亞國協成立

▼

1967年

聯合國

(UN)

淵源

1.�國際聯盟成效不彰，於是在二次大戰後期，各國決定成立新的國際組織

2.�根據雅爾達會議的決定，戰後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成立大會

3.�西元1945年通過《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正式成立，總部設於紐約

宗旨

1.�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2.�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之友好關係

3.�促成國際合作，解決國際間的問題，並增進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

由之尊重

4.�構成、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以達成上述共同目的

組織

大會 由全體會員國組成

安全理事會
主要負責維護和平與調解國際糾紛，美、英、法、蘇、中為

常任理事國

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

對國際性的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事項加以研究，目的

在於從根本消除造成戰爭或動亂的原因

國際法庭
處理會員國提請審理的爭端，聯合國大會及聯合國安理會的

請求下提供咨詢性司法建議

祕書處 處理聯合國日常行政事務的機關

1.在美蘇對立的情況下，亞、非等新興國家標榜中立，彼此互相合作，有第三國家之稱。

2.(B)列寧。(C)史達林。(D)戈巴契夫。

重點 3 (配合別冊P.28)

1991年蘇聯解體後，
由俄羅斯取得代表權

民國60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由中共取得代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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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UN)

難題

1.�由於中、美、英、法、蘇五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使聯合國無法適時

發揮應有的功效

2.�小會員國太多，往往在大會中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有時也造成議事毫無�

效率

貢獻
除了派遣和平部隊前往衝突地區維護和平，在人權、衛生、救災、文教等方

面，也頗有貢獻

世界貿易

組織

(WTO)

背景

二次大戰後，各國檢討戰爭發生之原因，除政治因素外，經濟因素亦是主

因，因此各國均認為亟須建立一套國際經貿組織網，以解決彼此間之經貿問

題，故於西元1995年成立世界貿易組織
臺灣於西元2002年正式成為WTO會員小叮嚀

宗旨
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之國際貿易環境，使資源依照永續發展之原則，作為最

佳之使用以提升生活水準，並擴大生產與貿易開放、平等、互惠與互利

區域統合

目的
為了提升國際競爭力，有些帶有相同歷史或地理淵源的國家進行以經濟為起

點的區域統合

組織

東南亞國協

(ASEAN)

西元1967年，部分東南亞國家為整合地方經濟文化而

成立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尋求亞洲、太平洋國家經貿對話與交流

臺灣於1991年加入小叮嚀

歐洲聯盟

(EU)

歐洲統合在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基礎下，西元1992年

英、法、德等國在簽署《馬斯垂克條約》後，西元

1993年，歐洲聯盟正式成立

兩次世界大戰的比較

項目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間 西元 1914 ～ 1918 年 西元 1939 ～ 1945 年

兩大陣營 同盟國、協約國 軸心國、同盟國

導火線 塞拉耶佛事件 德國入侵波蘭

主要戰場 歐洲為主 歐洲、亞洲、非洲

戰

爭

發

展

初期
1. 同盟國陣營在東、西線均獲勝

2.�西元 1915 年起，戰爭陷入膠著的壕溝戰

1.�德國以閃電戰席捲全歐，軸心國占上風

2. 邱吉爾領導英國堅決抵抗

轉捩點
1. 美國參戰

2. 俄國因十月革命退出戰場

1. 希特勒揮軍東侵蘇聯，蘇聯參戰

2. 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軸心國宣戰

結果 協約國獲勝 同盟國獲勝

戰後會議 巴黎和會

1. 西元 1938 年：慕尼黑會議

2. 西元 1943 年：開羅會議

3.�西元 1945 年：雅爾達會議、聯合國籌

備大會

戰後組織 國際聯盟 聯合國

圖表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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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基礎題 精  精熟題會考觀摩題
( D ) 1. 二十世紀中葉，美國總統宣布：「共產勢力武裝侵略韓國，其武力已經越過了朝鮮半

島北緯38度線，……若共產黨軍隊占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影響美
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力量。」面對此局勢，當時美國採取下列何項措施應對？

(A)奉行孤立主義原則
(B)與中共建交發展經貿
(C)命馬歇爾調停國共衝突
(D)派遣艦隊巡防臺灣海峽 103 特招

( B ) 2. 某一美國官員曾發表宣示美國政策的談話：「之前歐洲在專斷的納粹統治下，受到
嚴重破壞，戰後的歐洲必須得到實質補助，否則將面臨嚴重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危

機。……我們美國政府應採取行動以緩和歐洲這種情況，並幫助他們復甦。」上文和

下列何者最有關聯？

(A)門羅宣言　　　(B)馬歇爾計畫
(C)門戶開放政策　(D)國際聯盟成立 103 會考

( C ) 3. 「某年，美國空軍飛臨敵區臺灣進行偵查空照，並於年底開始對臺灣各地的市街、車
站、糖廠進行轟炸，臺灣西部縱貫公路與鐵路受創嚴重。」上述情況的發生，與下列

何者關係最密切？

(A)韓戰　　　　(B)盧溝橋事變
(C)珍珠港事變　(D)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 103 會考

( D ) 4. 右圖是1949年至1990年間歐洲部分地圖，圖中深灰色的
區域曾屬同一國家，但在此期間卻依虛線為界，分屬不

同政權。此長期分裂情況發生的原因，主要與下列何者

有關？

(A)第三世界的出現
(B)種族隔離的實施
(C)宗教信仰的差異
(D)冷戰局勢的發展 101 基測

( A ) 5. 有一個人對當時世界局勢的觀點如下：「美國透過馬歇爾計畫和柏林空運行動，把錢
送到歐洲，……此時共產黨正在全世界蔓延。」上文所指的時代背景為何？

(A)美、蘇冷戰　　　　(B)珍珠港事變爆發
(C)《門羅宣言》發表　(D)獨立國家國協成立 101 基測

精

1. 從「二十世紀中葉」，及題幹中美國總統提到「共產勢力武裝侵略韓國，
其武力已經越過了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可知此武力侵略事件為1950年
韓戰爆發，由於擔憂共產勢力擴及臺灣，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

精

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因戰爭所帶來的經濟困局，並面臨
共產勢力的滲透與威脅，當時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決定提供歐
洲經濟援助，協助歐洲經濟復甦，此為「歐洲復興計畫」，
亦稱為「馬歇爾計畫」。

精

3. 珍珠港事變後，美國以領土遭到日本攻擊為由，對日本宣戰。美軍先是偵
查當時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而後對臺灣地區進行空襲。

精 丹麥

利
地
奧

波

蘭

比利
時

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對峙形成的「冷戰」局勢，造成許多國家分裂，圖中深
灰色的區域為德國，西元1949年至1990年東、西德分裂，分屬不同政權。

基

5.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阻止蘇聯共產勢力在歐洲等地的擴張，以馬歇爾計畫與柏林空運行動，援助西歐國家。但是由於核子
武器的威脅，使得美、蘇之間的競爭，逐漸演變為間接對峙的「冷戰」。

西元1948年起西元1947年

日本殖民地

冷戰期間

韓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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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常考題 優  優質題 史  史料題

答對23題以上→精熟
答對8～22題→基礎
答對未滿8題→待加強

會考會考題

單題

重點❶ 極權政治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 C ) 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各國共產政權的建立，與哪一個會議的決定有直接的關係？

(A)開羅會議　(B)維也納會議　(C)雅爾達會議　(D)慕尼黑會議

( C ) 2. 家妮正在複習歷史，她做了一個關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比較表格。表格中哪一個部份有
誤？

戰爭
選項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A)時間 西元1914∼1918年 西元1939∼1945年

(B)背景 新帝國主義殖民衝突不斷 美國孤立主義、英法姑息政策

(C)導火線 奧匈帝國王儲被刺殺 珍珠港事變

(D)結果 成立國際聯盟 成立聯合國

( D ) 3.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導致亞洲與歐洲兩大戰場合而為一，應是下列哪個事件？　
(A)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進占東北　
(B)德國攻擊波蘭，英、法宣布參戰　
(C)德國突襲蘇聯，其前鋒部隊直抵莫斯科　
(D)日本突襲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

( D ) 4. 電影「行動代號：華爾奇麗雅」中，德國軍官柏格上校原本是宣誓效忠國家的高級軍
官，在發現元首希特勒為鞏固強權而開始進行大屠殺的殘酷面貌後，他加入了一直潛

藏在最高權力核心中的反希特勒勢力，密謀將希特勒與其所屬黨派勢力趕出政府。請

問：掌權的希特勒屬於下列哪一個黨派？    
(A)燒炭黨　(B)法西斯黨　(C)布爾什維克黨　(D)納粹黨

( B ) 5. 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引爆，與德國希特勒、義大利墨索里尼的向外侵略有關，
有關他們兩人興起的時代背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皆屬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　(B)皆打擊破壞國內秩序的共產黨　
(C)皆透過合法選舉方式取得政權　(D)皆因種族歧視大量屠殺猶太人

( B ) 6. 表1是德國在西元1923年物價變化的統計表，造成
此表物價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下列何者？

(A)世界性經濟大恐慌，帶動德國物價飛漲
(B)戰債、賠款，促使德國經濟瀕臨破產
(C)希特勒控制物資價格，造成物價高漲
(D)德國發生嚴重饑荒，導致物資嚴重缺乏

1. 美、英、蘇三國領袖在雅爾達會議決定讓蘇聯接收部分東歐國家，以換取蘇聯對日宣戰。
常

2. 二戰德導火線為德國進攻波蘭。

3. 日本發動偷襲美國珍珠港，使美對軸心國宣戰，隨後中國跟進宣戰，歐亞戰場合流。

4.德國戰間期間成立納粹黨。(A)義大利；(B)義大利；(C)蘇聯。

5.(A)義大利為戰勝國，(C)墨索里尼以政變方式奪取政權，(D)為希特勒的主張。
優 ▼ 表1

品項 6月9日 11月1日

一磅麵包 20,009 2,600億

一磅糖 15,000 2,500億

一磅肉 10,000 32,000億

6.表中可見德國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這是一次大戰後的戰債、賠款所導致。(A)經濟大恐慌發生於西元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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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❷ 冷戰時的局勢
( C ) 7. 近年來，印度經濟快速成長，各國企業紛紛進駐投資。該國在二次大戰後才脫離哪一

個強權而獲得獨立？　

(A)法國　(B)荷蘭　(C)英國　(D)美國

( B ) 8. 右列是一九六○年代，美國一首流行歌曲
「Give peace a chance」的部分內容，歌曲唱出
人民的反戰心聲。請問：這首歌的時代背景可

能為何？   
(A)第二次世界大戰　(B)越戰　 
(C)以阿戰爭　　　　(D)韓戰

( A ) 9.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半島分裂為南北韓、東歐國家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等成為
共產國家，造成此種現象主要與下列哪一個會議的決議有關？  
(A)雅爾達會議　(B)慕尼黑會議　(C)開羅會議　(D)德黑蘭會議

( D )10. 德國在分裂四十幾年後，終於在西元1990年重新歸於統一，德國的分裂與統一各與下
列哪一個事件有關？

(A)區域統合的出現、蘇聯的解體　　(B)珍珠港事件、諾曼第登陸 
(C)簽訂凡爾賽條約、柏林危機解除　(D)召開雅爾達會議、戈巴契夫改革

( A )11. 右列為某篇歷史報告的內容。請問：猶太人重建了
哪一個國家？　

(A)以色列
(B)伊拉克
(C)波蘭　
(D)埃及

( B )1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大量的新興國家，通常其政治、經濟有何特色？　
(A)多受共產主義影響，建立極權與共產的政經結構　
(B)多模仿西方的民主政治，但政局不穩、經濟落後
(C)接受聯合國的各項援助，政治、經濟漸走向平穩　
(D)受到美、蘇冷戰的影響，多選擇加入其中一方

( D )13. 一九九○年代，由於戈巴契夫的政經改革，導致蘇聯的解體與東歐非共化，到二十世
紀末，根據觀察，共產體制瓦解後，這些國家的情形如何？　

(A)華沙公約組織更具實力　
(B)經濟大幅成長，人民生活富裕
(C)政治民主自由，使人民對政府更具向心力
(D)因為各地民族主義高漲，區域間的衝突反而不斷

7. 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為英屬殖民地。

我看到夕陽已灑出一絲血光，噢！昨

天一切已停止他的歡笑，不知道。多

少無辜的生命都在瞬間之中滅亡，觸

摸冰冷的臉孔，我只有沉默……。

8. 美國在一九六○年代興起一股反越戰風潮。

9. 雅爾達會議決議戰後東歐各國交由蘇聯來接收，蘇聯在中國東北享有特權等。

10. 雅爾達會議決議戰後德國分裂為東西德，直到蘇聯戈巴契夫宣布放鬆對東歐各國的干預後，德國才完成統一。

猶太人在西元1948年重新建立上

古時代曾出現的國家，但居住在

此的阿拉伯人卻得承受放棄家園

的痛苦。西元1973年，猶太人與

鄰近的阿拉伯國家發生戰爭，甚

至引發世界性的能源危機。

11. 在英美的支持下，猶太人於西元1948年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以色列。

12. 這些新興國家不加入美、蘇陣營，有第三世界之稱，其政局多不安定且經濟弱勢。

13. 因為蘇聯減少了東歐國家的干預，使得部分國家發生一連串政治上的變革，衝突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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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4. 二十世紀以來，亞、非等地民族主義大為興盛，新興國家大量出現，此與什麼時代背
景密切相關？　

(A)二次大戰使歐洲帝國主義受到重創　(B)美國對民族自決訴求的實際支持
(C)第三世界勢力的出現與影響的擴充　(D)聯合國持續給予經濟與科技支持

( C )15. 西元1989年東歐共產政權逐漸垮臺，而中國也發生爭取民主自由的天安門事件。這一
連串針對共產政權的挑戰與下列何者關係最為密切？　

(A)美國以經濟制裁壓迫其改革　(B)第三世界的興起
(C)戈巴契夫的改革思想　　　　(D)德國統一的影響

( C )16. 妍希在書中看見一張如圖1的圖片。根據圖片中的內容，這本書介
紹的主題可能與下列何者相關？   
(A)經濟大恐慌與極權政治興起　(B)新帝國主義與民族自決
(C)美蘇冷戰與區域危機　　　　(D)區域統合與恐怖組織

( C )17. 曾任英國首相的邱吉爾，形容橫亙在東西方之間的阻礙有如一張
「鐵幕」，這是形容哪一個時期的何種國際現象？　

(A)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實行孤立主義不與歐洲往來　
(B)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軸心國對東歐的占領　
(C)二次大戰後冷戰時期，美蘇陣營的對立　
(D)二次大戰後，共黨中國對西方國家絕交

( B )18. 表2是有關美國與蘇聯核子彈頭的統計數量。
表中的數據一直到西元1989年以後便沒有再接
續，原因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A) 蘇聯核彈數量高於許多，獲得最後勝利，
沒有再比較的必要

(B)蘇聯不久後爆發政變，加盟國陸續獨立，導致這個政權消失
(C)聯合國成立後，完全取代美、蘇兩強，兩國最後在會內和談
(D)1989年後中共改革開放成果輝煌，美、蘇於是合作對付中共

重點❸ 國際組織與區域統合
( B )19. 十九世紀，普魯士領導日耳曼北方諸邦建立「關稅同盟」奠定經濟統一的基礎，來達

成政治上的統一。二次大戰後，哪一個國際組織的成立，也希望可以打破原有複雜的

經濟型態，以合作的方式，來達到促進整個區域的整合，加強整體的經濟實力？　

(A)聯合國　(B)歐洲聯盟　(C)亞太經合會　(D)世界貿易組織

( D )20. 美國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部公約組織」與「東南亞防禦公約」等組織來對
抗共產黨的擴散，當時美國應實施何種政策？

(A)孤立政策　(B)務實外交　(C)不合作運動　(D)圍堵政策

14. 二次大戰戰場位於歐洲本土，使歐洲國家元氣大傷，無暇顧及殖民地。

15. 戈巴契夫的改革，放鬆了對東歐國家的干預，並造成共產地區的民主浪潮。
優

你好，我們終於見面了

西德 東德

▲ 圖1

16. 東西德與柏林圍牆之圖片，象徵著冷戰時代的結束。
優

17. 東方為蘇聯，西方則為美國，這是形容二次大戰後兩方對峙的情形。
優 ▼ 表2

   時間
國家 1950 1960 1989

美國 350 18,700 22,500

蘇聯 5 1,700 32,000

18. 西元1985年後，戈巴契夫開始推動各項改革，蘇聯漸漸降低對東歐的控制，而後在1991
年，葉爾辛領導各加盟國成立獨立國家國協，結束了蘇聯的共產統治，蘇聯瓦解，成為
歷史名詞。

19. 歐洲聯盟藉由各國經濟上的合作，促進整個區域的經濟，加強經濟實力。

20. 美國實行圍堵政策，成立上述組織，形成圍堵共產勢力擴張的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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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1. 「這個組織是臺灣參與的重要國際組織之一，也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經貿論壇。地理
範圍遼闊，橫跨太平洋東西兩岸，人口占全球四成，貿易量占全球48%，GDP占全球
56％，同時也是全球貿易成長最迅速的區域，臺灣參與這個組織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請問：此為哪一個國際組織？

(A)聯合國　(B)東南亞國協　(C)世界貿易組織　(D)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題組

露西是某間電視臺的記者，她於西元1955年4月時在印尼萬隆採訪了一場亞非會議，報導中
指出這場會議是為了促進亞、非新興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並且以「爭取民族獨立、

維護世界和平而團結合作、共同鬥爭的崇高思想和願望」為原則，此原則被稱為「萬隆精

神」。而參與這場會議的國家為數眾多，在國際組織中扮演關鍵性角色。請回答下列問

題：

( B )22. 露西若要在報導中將這些國家統稱為一個名稱，她可能會選擇下列何者？  
(A)東南亞國協　 (B)第三世界　 (C)共產國際　(D)華沙公約組織

( D )23. 在這場會議中，露西不可能採訪到下列哪一個國家的代表？  
(A)土耳其　 (B)中國　 (C)越南　(D)德國

( C )24. 文中提及這些國家「在國際組織中扮演關鍵角色」，最有可能指哪一個國際組織？   
(A)國際聯盟　(B)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C)聯合國　(D)歐盟

up跨科整合題

西元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發生大地震，隔日上午已有逾50個國家或地區，表達願意協
助救災。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11日也發表聲明，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強調聯合國將在最短時
間調集人道救援物資及人員，將會盡一切的可能援助日本。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發言人拜

爾斯表示，即將派遣9名處理天災最有經驗的專家前往日本，與當局合作評估救援需求及協
調救援行動。請回答下列問題：

( C )25. 全球願意協助日本救災，是屬於何種互動方式？
(A)國際合作　(B)國際交流　(C)國際援助　(D)國際競爭

( A )26. 日本是個地震頻繁的國家，常造成重大的災難，而此次天災，除了地震，還有地震引
起的海嘯，讓日本東北沿海地區的災情慘重。請問：日本常發生地震的主因，與下列

何者有關？

(A)位於板塊交界帶　(B)屬於古老的陸塊　(C)沒做好水土保持　(D)位於高緯度地區

( B )27. 聯合國在此次的救援行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關於聯合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為區域性國際組織　　　　　(B)須以官方身分加入　
(C)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　(D)聯合國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

優

21.(A)、(B)臺灣未加入。(C)此組織是全球性的國際組織。

22. 二次大戰後，亞非等部分新興國家標榜中立，不依靠美蘇任何一方，有「第三世界」之稱。

23. 第三世界主要的組成為亞、非、拉丁美洲的國家，德國為歐洲國家，不可能加入第三世界。

24. 第三世界國家雖多為政經狀況較弱的國家，但因聯合國大會中每個國家均為一票，為數眾多的亞非國家具有相當影響力。

公

25. 基於人權與人道關懷的精神，對有需要的國家提供經濟、技術、醫療或賑災等援助，稱為國際援助。
地

26. 日本位於太平洋板塊和北美板塊交界處附近，因為板塊運動頻繁，常有地震的發生。
歷

公

27.(A)全球性國際組織。(C)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D)美國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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