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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級____班____號姓名___________評分： 
 

第三單元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極權統治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A.D.）（歐戰） 

 

壹、大戰的背景 

（一）巴爾幹半島問題：  

1.有歐洲火藥庫之稱，因為種族.宗教的歧異→統治者為信奉________________教的

_________________人，被統治者多為信奉________________的__________________民

族。  

2.20 世紀初，鄂圖曼帝國勢力衰微，奧匈帝國趁機擴張勢力，引發塞爾維亞不安。 

3.帝國主義者為搶奪戰略要地而引發爭執 

（二）新帝國主義者為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結盟(容易使戰爭範圍擴大)，以維護自身利益

與安全，因此到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形成： 

   三國同盟(______.______.________)V.S 三國協約(_____.______._____) 

三國同盟 三國協約 

________戰爭之後，______國為孤立法

國，而與奧匈帝國(1867~1918).、義大利

結盟 

1.法國—為打破孤立 

2._____國—因德國的大日耳曼主義而威

脅到其大斯拉夫主義 

3.______國—因德國提倡大海軍主義、世

界政策而不安 

       (須配合課本 P.70 的圖加以了解) 

(三)情形 

1. 因 20 世紀初期，奧匈帝國積極在巴爾幹半島擴張勢力，使塞爾維亞為了與之相

抗，積極靠攏同為斯拉夫民族的俄國。 

2. 導火線：            事件 1914 年，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塞拉耶

佛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 

   ＊塞拉耶佛—是巴爾幹半島上波士尼亞的首府 

波士尼亞多屬斯拉夫族，但卻被奧匈帝國占領控制，因此，同為斯

拉夫民族的塞爾維亞人深感不滿，成立恐怖組織專門對付奧匈帝國 

3.戰爭的開始 

A.奧匈帝國、塞爾維亞為懲凶問題發生衝突 

  B._________為支援塞爾維亞（援助斯拉夫小兄弟）下令總動員，引起德國不滿 

  C.兩大陣營衝突—由奧、塞衝突演變為同盟國與協約國的衝突。 

 

 

＆第一次大戰前夕兩大陣營— 三國同盟   V.S  三國協約  

＆第一次大戰開始後兩大陣營--- 

1.同盟國---___________帝國、德國、保加利亞、_______________帝國 

2.協約國—俄.英.法.義大利.美國. _________、_________。 

 

貳、大戰的過程與結果 

(一)初期→同盟國較有進展，以德、奧為中心，形成東西兩個戰線 

1.德國採取速戰法策略，東線大挫俄國；西線在協約國英、法全力抵抗下，雙方在

形成_________戰的對峙局面，戰情陷入膠著。→後由於英國發明坦克，改變膠

著狀態。 

         ＊東方—德.奧國 V.S 俄國；西方—德國 V.S 英.法國 

     2.________倒戈，1915 年加入協約國。 

   (二)___________年，戰況改觀 

1.________參戰(1917.4)— 

（1）大戰以來一直保持中立。 

（2）參戰理由—A.因德國實施__________潛艇政策打擊英國，但波及美國商船與平

民，因而對德宣戰，加入協約國 

               B.蓄意煽動墨西哥反抗 

2.______國因兩次革命而退出戰場 

  A.背景—俄國長期參戰，經濟實力耗損，導致內部動亂不斷，軍隊裝備不足，鬥

志不高，不敵德軍的攻勢。 

  B.退出戰場—1917 年，連續發生兩場革命（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退出戰場 

 (三)戰爭結束 

1918 年，美國援軍抵達歐洲，協約國在西線進行反攻，同年 11 月，德國與協約國

達成停戰協議，協約國勝利，戰爭結束。 

四、戰爭的影響－是工業革命後，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戰爭 

(一) 政治方面：帝國主義元氣大傷，亞.非及拉丁美洲獲得復興機會。 

____________帝國、德國、奧匈帝國、_____________土耳其帝國均瓦解 

(二) 經濟方面：參戰國損失慘重，不僅動員軍人上前線，且國內人民也須承擔後勤物資

的生產，經濟及社會活動幾乎停頓，導致日後的________________ 

(三) 社會方面：________地位的提升。西方在 19 世紀興起婦女運動，要求男女平等、開

放婦女投票權，卻沒進展。等一戰時，婦女積極投入支援戰爭後勤工作與工業生產等，

使政府開始重視婦女權益。戰後，英美等國婦女陸續獲得選舉權，地位提升不少。 

(四) 國際局勢方面： 

1._______勢力減弱，因其做為戰爭主角及戰場在此，因而打擊最重➔ 所以，第一次

大戰後未能再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2.衝突延伸到海外殖民地—如日本在對德宣戰後，出兵中國山東，占領德國在青島的

殖民地。 

3.極權主義興起→德、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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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奧等戰敗國被迫簽下屈辱的條約，心懷怨恨，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5.美國取代英國成爲世界第一經濟强國，世界金融中心也由倫敦轉移到紐約。 

6.俄國發生無產階級革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施社會主義的國家 

(五) 科技方面：歐美致力於武器的研發，對世界形成極大的威脅 

(六) 戰爭形態：壕溝戰與飛機.重機槍.毒氣.坦克.潛水艇等新戰術與新武器的應用，改變

了人類的戰爭型態。 

 

參、戰後秩序的重建 

一、戰後會議--______________(西元 1919 年，於巴黎的_____________舉行) 

（一）召開目的---為解決戰後的問題 

（二）參加國—勝利的協約國(但不包括中途退出戰爭的___________) 

（三）和會的主控—『三巨頭』 

   英國首相—______________ 

法國總理－______________ 

美國總統—_______________(以「沒有勝利的和平」為目標) 

（四）基本原則—威爾遜提出『____________________』（一戰時提出），最重要的是 

  1.成立______________      2.提出______________ 

（五）開會過程 

1.無法公平處理問題---英法各有盤算，而且受戰時密約約束 

如對中國不平等，在中國引發「______________」，中國代表拒簽字  

  2.德.奧等戰敗國不能出席會議，且須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引起民眾不滿 

（六）結果－簽定________________(總稱，共包括五個條約)→為和平送終的和約 

1.原則—要求戰敗國 

         A.割讓領土               B.削減軍備 

         C.承擔戰禍的全部罪責     D.鉅額賠款 

2.對德條款內容嚴苛—規定德國必須割地、賠數目未定的鉅款、交出海軍.解散陸軍、

放棄商船和所有殖民地等，德人深感痛苦，埋下另一次大戰的種籽….    

3.特例─中國與美國未簽訂此和約。 

 

 

 （七）影響 

   1.歐洲出現許多新興國家→根據民族自決原則而來。 

但實際上多是歐洲列強為自身利益而干預領土劃分，導致戰後許多國家領土、民族

分部無法調和，局勢仍不穩定，尤以東歐最為明顯。如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立陶宛、波蘭、捷克與南斯拉夫。 

   2.四大帝國瓦解。 

二、戰後國際組織--_______________（1920 成立，第一個常設性的國際組織） 

（一）目地---為維持世界永久和平 

（二）提倡者—美國總統威爾遜， 以十四點原則為理想(如民族自決.裁減軍備等..) 

(但為達此理想，不得不處處妥協….法總理克里蒙梭甚至說：「連上帝都以十誡

為滿足，而威爾遜卻堅持十四點…」) 

（三）成立—總部在瑞士日內瓦，通過國際聯盟公約 

（四）結果—無法維持國際秩序 

    1.________未加入 

      美國在戰後國內政治情勢轉變，未加入國際聯盟 

       (戰後美國的戰債難收回；和談中，美國未取得土地也未獲賠款，美國人深感參

戰不智；也認為美國人沒有準備參與歐洲方面的事務；而且不批准和約，可以

保持行動自由。故戰後美國興起孤立主義，未簽和約，也未加入組織…) 

2.缺乏武裝力量，無力制裁列強的跋扈(如民國 20 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即

_________事變)，國聯無法有效制裁，聲望大損….. 

 
◎二、戰間期的政經局勢發展  
 
壹、蘇聯共產政權的發展 
（一）共產主義： 
1.興起背景：工業革命之後 
2.倡導者：馬克思、恩格斯 
3.主張：指任何基於共同的所有、生產、消費、自治，甚至共同性的生活之社會安排。 
（二）興起背景： 
    俄國在二十世紀初仍是專制落後的帝國，不斷發生兵變與民亂，俄皇當時想透過參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解決國內問題，但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僅戰場上失利，且拖垮
原本已經落後的俄國經濟。國內政經情況更加惡化，使人民生活困苦，促使共產主義的
興起。 
 (三)經過： 
  1、二月革命： 
 （1）革命爆發時間－_______年 3月 
 （2）原因－俄國軍需及糧食極為缺乏，兵變.民變不斷發生，不斷要求改革，均被沙皇

尼古拉二世拒絕 
 （3）結果－發動革命，推翻沙皇專制(帝制)，建立民主的臨時共和政府，但此政府無

法解決戰爭帶來的困境，因此又被推翻。 

＊14 點和平原則： 

1.以公開方式訂立公開合約。2.國際水域航行自由。3.盡可能撤除各種經濟壁壘。 

4.限制軍備。5.公正處理所有殖民地之分配。6.從俄國撤軍，解決全部影響俄國事務

的問題。7.撤出比利時，重建比利時主權。8.解放全部法國領土，歸還被侵佔的亞

爾薩斯及洛林。9.沿明確可認的民族界線，重新調整義大利邊界。10.給予奧匈帝國

各民族自治發展。11.撤出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蒙特內哥羅，並給予塞爾維亞自由

出海口。12.將鄂圖曼帝國限於土耳其地區，給予非土耳其民族自治，開放達達尼爾

海峽。13.建立獨立的波蘭。14.成立國際聯合組織，以保證各國的政治獨立與領土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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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十月革命： 
 （1）時間－1917 年 11月 

 （2）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為瓦解俄國戰力，祕密將流亡在外的俄國共產黨
首領____________送回俄國 

 （3）結果—由列寧策動布爾什維克黨（後稱共產黨）進行革命，提出「和平、土地、
麵包」的口號，吸引俄國人民的加入，因而推翻臨時政府，建立第一個共
產主義政權，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 

（四）蘇聯極權政治的發展 
1.列寧時代：在 1919年成立『_____________』（第三國際），支持各地共產勢力的

發展，企圖赤化世界，使歐洲、亞洲政權出現動盪，如中國共產黨的
出現。 

（1）初期：以黨領政，採行一黨專政，並以秘密警察排除異己，並贊同改國號為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簡稱蘇聯。實施激進的共產制度，生產
大幅滑落，造成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 

（2）後期：在 1920年代，推行新的經濟政策以挽救經濟。 
＊注意：1917年，列寧成立蘇維埃政權，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正式成立是在 1922

年。    
＊第一國際：國際工人聯合會（1864-1876）馬克思成立。 
  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國際（1889–1916），恩格斯成立。 
  第四國際：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1938- )，托洛斯基成立。 

2.史達林時代：列寧去世後，他在權力鬥爭獲勝繼位（1927開始掌權），開始長達
近 30年（~1953年）的獨裁統治。在其統治期間，推動五年計畫

經濟，由政府決定產品、價格與工資，以發展國防與工業，完全
忽視民生經濟的發展，將蘇聯改造成世界工業共產強權。 

 
貳、經濟大恐慌 
  ( 這個危機使整個世界生產力遭到大破壞、大倒退，一共損失了 2500億美元，甚至比

第一次大戰還多 800億元……甚至還引發政治危機，激化了各種矛盾，導致德.義.日
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最後又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 恐慌原因 
1.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歐洲出現經濟不景氣的情形 
 如_________依凡爾賽條約的規定，需償付鉅額的賠款，使得戰後_____________情

形十分嚴重。 
   2.美國原利用一戰期間，供給協約國軍火及糧食物資，農、工業發展大為擴張，取得

世界經濟主導權。戰後，將大量資金投入歐洲，成為歐洲重建主要動力，且連德國
亦向美國借款。但戰後經濟異常繁榮，帶動美國投機的熱潮，造成股票市場過度擴
張，埋下經濟動盪的因素。 

   3.隨著 1920後期，歐洲工商業復甦，使美國農工產品供過於求，又加上美國受到
_________________主義影響，實施關稅壁壘政策（即美國為保護本國產業，防止
他國貨物入侵），引起他國仿效，互相抵制➔結果使國際經濟萎縮，逐漸陷入困境。 

 

 

二、恐慌情況→「黑色星期四」 
  1.1929年 10月 24日，美國紐約股票崩盤—許多公司.工廠.銀行紛紛倒閉，美國因

而撤回在歐洲投資，打擊歐洲的經濟，連帶引發許多國家的股票下跌，造成世界性
的經濟大危機。 

2.1932年，達高峰。當時總統胡佛無力解決，使得人民以「胡佛村」稱呼貧民窟，來
諷刺胡佛無力解決經濟問題的窘境。 

三、恐慌的改善 
 （一）1932年，____________以「幫助金字塔底層被遺忘的人」為號召，當選美國總

統，推動『___________』，實行各項社會經濟改革法案。 
 （二）內容：主持爐邊閒談陳述新政 

1、採取與英國學者凱因斯相似的經濟理論(『以消費刺激經濟繁榮，並創造有效需求』） 
2、推動大型公共工程提高就業率等，才使美國經濟逐漸趨穩定 

(也由於他輝煌的表現，獲得美國人民的普遍的愛戴，後來連任四次，打破美國總
統不連任三次的慣例……) 

   3、建立社會福利制度以保障人民生活 
   4、增進與鄰近國家的經濟合作，恢復國外市場→1933 年睦鄰政策。   
四、恐慌的影響—極權主義的崛起 
   面對大恐慌，美.英.法三國因為經濟力較雄厚，再加上有廣大國內市場或殖民地，

所以能用經濟方式來解決經濟社會問題，但影響對外採姑息的態度應付。 
   但德.義.日則無此條件，使得德.義.日野心家趁機崛起，國際聯盟亦束手無策。 
 
◎極權政治—又稱獨裁政治，是指政府或個人的權力大到極限，人民的一舉
一動都在其管制之列，沒有第二人或是政黨可以分享其權力。 

 
參、義大利極權政治的建立 
（1）興起背景 

 A.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雖是戰勝國，但因戰爭損耗嚴重，失業率大增，戰後經濟瀕於
崩潰 

 B.義大利_________黨利用工人對資本家的敵意，發動許多罷工行動，或煽動農民
強佔地主的土地，導致社會局勢混亂 

（2）法西斯政權建立 
 A._________________(Mussolini)，以法律、秩序與財產的保護者自居。 

B.崛起－成立法西斯黨，提出_________及『恢復___________光榮』等主張，先取
得義大利北部各工業都市的政權，禁止工人罷工，社會秩序賴以恢復，法西斯
黨便成了維護「秩序」的希望.獲得義大利人歡迎。 

C.建立政權—1922.10進軍羅馬，發動政變，義大利國王將之任命為首相後，組成
新政府，以「國家至上」的理論，建立極權政治。法西斯黨更在國會大選中成
為第一大黨。 

D.墨索里尼掌政期間採取極權政治，鎮壓反對分子，掌握黨，政、軍大權，建立對
全國的高度控制。義大利變成一警察國家，開始對外行擴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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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德國極權政治的建立 
（1）興起背景— 

  A.戰後因凡爾賽條約承擔巨額賠款，形成通貨膨脹，又遇上經濟大恐慌，失業、飢餓
人口增加，面臨嚴重的財政壓力。 

  B.共產黨人又常發動群眾鬥爭地主與資本家，使社會秩序更加混亂 
  C.割讓部分重要工業區，如洛林、亞爾薩斯，使德經濟受到影響 
  D.德國被迫裁軍與限制軍備，使軍人產生失業問題 
（2）納粹政權的建立(Nazi黨)→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國社黨） 
A領導者--____________(Adolf Hitler) 
B崛起---利用德國人痛恨對德條約的民族情緒與渴望安定的心理 
            提出廢除____________條約、收復失地等主張 
            反共－領導納粹黨打擊共產黨，恢復秩序，獲人民愛戴 

C建立政權—1933年，透過選舉取得政權 
     ○1開始進行經濟建設，推動大型公共建設以增加就業機會，解決失業問題 
     ○2解散其他政黨，實施一黨專政，利用情政機關嚴密控制軍民，整肅異己，進行

極權統治，走向獨裁 
       (如希特勒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可以槍殺或拘捕任何可疑分子) 

（3）向外侵略— 
   A.1935年，宣布廢除凡爾賽條約，積極重整軍備，使國際秩序再度動盪。 
 B.抱持種族優越理論，納粹黨對猶太人實施_____________政策，在戰間期及二戰期

間不斷剝奪德境內的猶太人基本人權，如逼其配戴猶太之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更屠殺六百萬名的猶太人。 

◎補充、日本的極權政治 
    （1）極權興起背景 

     受 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影響，引發一連串社會、經濟危機，共黨趁勢活躍，
使保守勢力對政黨政治不滿，因此暗殺事件頻傳。 

    （2）1936年，軍人發動二二六事件，首相及多位內閣大臣遇刺。此後，日本走向
軍國主義的道路。 

 
→極權政治的影響 

1.軍國主義興起---德.義實施極權政治，加強軍備，使國力大增，並且與日本共組成
反共軸心集團，積極向外侵略 

2.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根。 
 

◎補充、亞洲的民族復興運動  
一、民族運動的背景 
 歐洲列強元氣大傷，四大帝國瓦解，而殖民地受到民族自決原則的影響，興起民族復興
運動，要求獨立。 
二、亞洲國家的覺醒(戰間期的民族主義思想已經高漲)   
（一）中國的覺醒 
   1919年，因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而掀起五四運動，抗議帝國主義者進行祕

密外交，出賣中國權益。 

（二）台灣的覺醒 
   受到民族自決風氣影響，台灣開始興起社會運動，用和平的方式爭取自己的權益。如

成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等組織，由林獻堂、蔣渭水等
人領導。 
（三）朝鮮的覺醒 
1、背景—19世紀末起，日本不斷入侵朝鮮，至 1910年朝鮮被日本併吞，後不斷有人

倡議抗日 
2、經過－1919年 3月 1日，漢城（今首爾）發生大規模抗日運動，是為三一運動，

但遭日本鎮壓而失敗。→使日本改採溫和的統治政策，亦影響臺灣不致受到
日本政府的鎮壓。 

3、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終於脫離日本統治。 
 （四）印度的覺醒(V.S英國) 

1、背景：十九世紀被英國併吞後，在英人的剝削下，民生困苦，在外力刺激下，喚
起民族意識 

2、時間：第一次大戰時，印度曾派遣軍隊及勞工支援英國作戰，英國允諾戰後讓其
自治，但未履行諾言，甚至以武力鎮壓印度的反英運動，引起印度人的憤
慨，爆發反英運動 

3、領導：由_________領導『不合作運動』 
 （1）特色---以非暴力的方式反抗英國殖民統治，如甘地以絕食為手段。 
 （2）內容----拒用英貨；拒絕納稅；不就讀於英國人辦的學校；不在英國人辦的

銀行存錢；不到英國人的法庭進行訴訟；不任公職 
     （3）結果--- 

         A.使英國喪失廣大的印度市場，經濟遭受重大打擊 
         B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同意讓印度獨立建國（1947年獨立成功） 
（五）土耳其的覺醒 

 1、背景—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 
＊一次大戰敗後，土耳其與協約國訂立色佛爾條約 

        它將喪失原鄂圖曼帝國五分之四的領土，且原俄國利益由希臘繼承，此約由土
皇簽訂，受土耳其人激烈反對，要求廢除土皇及其所簽署的條約，而希臘為維
護其利益而入侵小亞細亞，這時出現了一個人領導土耳其進行民族復興運動。 

2、領導者----____________，運用軍事及外交手段 
  （1）對外— 

    A領導土耳其人擊敗入侵的希臘軍隊，擔任土耳其共和國總統 
    B.拒絕承認對土和約，廢除喪權辱國的條款，恢復土耳其的平等地位 
      →重新簽訂洛桑條約（1923.07.24）， 

（2）對內－ 
A.建立土耳其共和國（1923.10.29），推翻腐敗的鄂圖曼帝國 
B.推行西化運動 

如廢除伊斯蘭教世界政教合一的傳統，改為政教分離；改用拉丁文拼成的土耳
其文；開放婦女參政權；革除各項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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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二十世紀初的科學與文藝 

一、背景：19 世紀末起，西方的發展加快速度，到二十世紀初在許多領域取得重要成果。 

二、代表： 

（一）科學(物理學) 

1.居里夫婦研究放射性物質，發現新的化學物質如釙、鐳，對現代物理、醫學、化學有

重大貢獻。 

2._____________的「相對論」（1905年提出）：建立新的物理學體系，改變傳統的時空

觀念，影響二十世紀的科學發展，並為日後原子彈的發明奠下理論基礎。 

（二）心理學 

1.十九世紀新興科學 

2.以科學方法研究人類的思想行為(如生理原因.環境因素…) 

3.代表：奧地利心理學家_______________的精神分析理論，著有《夢的解析》 

認為可以透過潛意識的了解與催眠等方式去解決病患的心理困擾，可以作為心理

醫療的重要依據 

4.影響：精神分析法亦應用在社會學、藝術、文學等領域，

並慢慢發展出其他的心理學理論與流派。 

（三）生物學 

1.A.代表：英人達爾文提出『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

存』的『進化理論』 

19世紀中葉時，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提出「物種起源」的進

化論，是生物學上的一大革命。   

B.影響：後來應用到社會及國際政治方面，造成社會達爾文

主義的猖狂 

＆許多學者利用他的演化理論，推演出他們自己的社會理

論：如將自然界生物間的生存競爭比做社會中成員必須為生存而競爭，成為解釋人

類社會中種族優劣、文化盛衰的原因，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 

2.遺傳學亦肯定染色體與遺傳的關係。 

（四）應用科學： 

1.德國發明人造絲與人造橡膠，甚至開始製造合金、不銹鋼等 

2.美國將科學方法運用於企業管理，利用生產線提高效率，如福特汽車。 

（五）文學 

1.背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災難與破壞之影響，使人開始思考戰

爭的意義，以及科技文明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2.代表：如海明威的《戰地春夢》、《戰地鐘聲》與雷馬克的《_______________》反映出

對戰爭的厭惡。 

（六）藝術 

1.背景：二十世紀初的藝術家喜歡標新立異，作品講究原創性與個人靈感，因此常會創

造出令人震撼的效果。 

 

2.代表： 

繪畫→立體派：以____________最為著名，受非洲雕刻藝術的影響，不崇尚寫實，且

刻意強調幾何結構，將不同角度的造型在同一平面組合呈現，如亞維農少女。 

 

＊試題演練： 

1.（  ）歷史課同學們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始末，下列何人敘述是錯誤的？ 

(A)新宜：日本對德宣戰，出兵山東    (B)鈺惠：中國加入協約國 

(C)秉祐：義大利背叛同盟國，加入協約國(D)晁陽：由於美國參戰，同盟國獲得最後勝

利。 

2.（  ）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中有一段敘述：「我看著全世界的精英發明各種武器，

想出各種說詞，使戰爭更精煉雅緻，更能歷久彌新。」請問下列何者不是第一次世界大

戰所發明的新武器？  (A)毒氣  (B)坦克車 (C)原子彈 (D)潛艇。 

3.（  ）佳恬在閱讀《美國總統史》一書後，上台與同學分享閱讀後的心得，請問下列

各項敘述何者正確？ 

(A)林肯總統提出解放農奴的主張，使美國的人權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B)門羅總統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張，成為近代民主政治的理想 

(C)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 

(D)華盛頓總統強調「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對歐洲列強干預美洲。 

4.（  ）有句話說：「民主政治只是最能被接受的制度，而非最好的制度。」下列哪一位
最能說明此一事例：被人民選舉出來領導國家，最後卻將國家帶向毀滅性的戰爭？ (A)

羅斯福   (B)史達林 (C)希特勒 (D)墨索里尼。 

5.（  ）喜好蒐集的映庭，竟珍藏了一個印有售價九千萬馬克的德國火柴盒，請問：這
個火柴盒的製造日期最可能是？(Ａ)1880 年(Ｂ) 1920 年 (Ｃ)1960 年 (Ｄ)2000 年。 

6.（  ）「國際聯盟」成立於巴黎和會召開之後。請問：「國際聯盟」成立的主要目的為
何？ (A)維持世界和平 (B)成立世界性武力聯盟 (C)經濟上的優惠同盟 (D)制裁第
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國。 

7.（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主要和下列哪兩個國家的衝突有關？ (A)奧匈帝國
和塞爾維亞 (B)奧匈帝國和南斯拉夫 (C)德意志帝國和南斯拉夫 (D)德意志帝國和俄
羅斯帝國。 

8. （  ）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取得政權有其共同的背景，下列敘述正確的有(甲)和約的屈
辱(乙)都以武力發動政變(丙)經濟極端困難(丁)人民對政府的不滿。(Ａ)(甲)(乙) 

(Ｂ)(甲)(丙) (Ｃ) (乙)(丁) (Ｄ)(丙)(丁)。 

 

 

 

 

19世紀時，諷刺達爾文的漫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