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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自清水國中鄭郁馨講義) 

一、 課前思考。掃描影片，回答下列問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zc-Mf153mQ 

(一)＊哪一個資訊你印象最為深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對於國台辦：「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國

家。」這句話，你有幾分的認同？(0-10 分)____分 

(三)＊參考課文 P.152及 P.153 第一段內容，當時的行政院長賴清德用了

哪幾個理由回應國台辦？(勾選) □人民 □領土 □主權 □政府 

(四)＊如果你是代表台灣的發言人，你會如何回應國台辦這句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國家與政府、民主治理。觀看影片 https://reurl.cc/W1LQRk，回答下列問題。 

2020年行政院推出班班有冷氣政策，2022 年班班有冷氣啟用，中央部分補

助公立國中小四個月(5.6.9.10 月)的冷氣電費。根據上文及回答下列問題： 

(一)＊影片中的哪個訊息吸引你的注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身為國中生，「班班有冷氣」政策讓你獲得幾分的幸福感？(1-10)_______分，請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下圖是我國近幾屆總統直選後的各政黨得票率，依據圖中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1. 在總統大選中，獲得勝選的政黨就是執政黨，就有權組織政府管理國家事務。

請於上圖勾選出第 9～15任的執政黨分別為何？ 

註：國台辦全名為「國務院臺灣事務

辦公室」，為大陸對台辦事機構。

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zc-Mf153mQ
https://reurl.cc/W1LQ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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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黨輪替(執政黨替換)的情況出現在哪幾任？出現這種情況代表多數人民對原

本執政黨的執政績效滿意或不滿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閱讀課本 P.155 第 3-4 段，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如果忽略民意導致人民不滿，對

於自己的執政權可能會有什麼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台灣的總統大選每幾年舉辦一次？定期選舉對執政黨的執政權有何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從執政權的更替情況判斷國家與政府的關係應為下列何者？並說明判斷依據。

(參考新城國中賴錦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身為國中生的你，除了班班有冷氣政策，你希望政府能制定什麼政策以增加自

己的幸福感？你可以透過什麼方式表達意見並影響政府，以達成上述的訴求？ 

增加幸福感的政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透過什麼方式影響政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投票與公平原則。觀看影片，回答下列問題。

https://reurl.cc/dWD12M (從 3 分 07 秒~5 分 03 秒)  

(一)影片中北韓代議員選舉的哪些規定讓你印象深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下列列舉影片中所提到北韓的選舉規定。哪一項讓你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影片年滿 17歲的北韓公民，可以投票選舉代議員(類似我國立法委員的身分)。各區選票上只有一位獲執

政勞動黨認可的候選人， 將選票放進票箱，就代表贊成。 

★理論上，選民可以在唯一的候選人名字上打×，投下反對票，但是祕密警察會找上投下反對票的 人，有

許多脫北者（逃離北韓的人）表示，投下反對票會被丟進勞改營。 

★雖然法律上沒有實行強制投票，但無故不去投票，會遭受警察調查。為了表示忠黨愛國，選民大多會早

早前去投票，投票所呈現大排長龍的景象。 

https://reurl.cc/dWD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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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參考課本 p.205-206 四個公平投票的原則，回答下列問題。 

1. 「年滿 17歲的北韓公民，可以投票選舉代議員」，和台灣的哪一項公平投票原

則類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北韓投票時，「祕密警察會找上投下反對票的人」，這種情況違反公平投票的哪

一個原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從北韓的投票規定來看，你覺得北韓的投票是民主的表現嗎？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投票與政治參與。 

(一)觀察下面兩張選票，完成下表： 

  

圖一：2012 年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票 圖二：2020 年第三屆高雄市長罷免票 

比較上面圖一與圖二的兩張選票，找出二張選票的相同點與相異點 

相同點 相異點 

  

 

投

票

結

果 

 

 

 

 

 

影

響 

1. 人民透過什麼方式賦予馬英九治理國家的權力？  

2. 人民透過什麼方式收回韓國瑜治理高雄市的權力？  

3. 這兩種方式對落實民主治理有什麼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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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下面公投票，完成下表。 

 

    

 

 

 

 

 

 

 

 

 

 

1. 參考課本 p.204圖 4-6-5。上述第 9 案公

投議案通過後，政府對於「日本福島核災

地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這項政策應該採

取什麼樣的作法？(勾選) 

□開放日本福島核災地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 

□禁止日本福島核災地區農產品及食品進口。 

 

2. 參考課本 p.204第一段，人民公投的行為

為什麼是一種直接民主的表現？ 

 

         公投結果：通過 

(三)由(一)、(二)可知，人民可以透過哪些方式，彰顯民主社會中「人民是國家的

主人」的精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上述權利是屬於憲法保障的哪一類基本人權？(圈選) 

平等權、自由權、受益權、參政權 

(五)人民藉由參政權的行使對政府的治理會產生什麼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閱讀下列資料，回答問題。 

1.寫下你家的住址，並判斷和你同住且有選舉權的家人可以拿到哪幾張選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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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考課 p.205 圖 4-6-7 及圖 4-6-8，你有權利參與今年年底 9 合一選舉的投票

嗎？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你的家人屆時所投下的每一票都攸關彰化縣的發展，身為縣民的我們可以用什 

麼方式來判斷候選人是否值得託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除了投票，民主國家的人民還有許多參與政治的方式，你也可以透過什麼方式 

來參與政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透過這兩課的學習，你認為人民政治參與度的高低，對政府的治理會產生什麼

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補充資料：單一選區兩票制】 

1.＊閱讀課本 P.203小幫手，提出一個對於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好奇或困

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觀看『不分區立委名單公佈！？不分區立委要做什麼？』(~5:00)，有解答你

上一題的疑惑嗎？寫下你的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歷屆會考試題】 

 

1.我國籍遠洋漁船上，船長與漁工的對話如下︰漁工小義︰ 

「船長，我們可以下網捕魚了嗎？」船長小城︰「沒問題， 

我們的船已經開到可自由捕魚的公海上了。」根據上述內容 

判斷，小城的船隻最可能位於右圖中哪一個位置？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105 會考】 
解析：公海是指領海基線 200 浬以外的海域，從圖中可知甲、丁在Ｘ國的經濟海

域內，丙、丁在Ｙ國的經濟海域內，只有乙處於 X 與 Y 國的經濟海域外，故選 B。 

 

2.下列是四位網友在網路聊天室聊天的內容，若其中一人為我國國民，僅根據他們的

敘述判斷，何者在聊天當時最可能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A 小萍：「我的出生地是美

國，不過現在在臺灣工作。」 B 小文：「等了五年，我下週將前往內政部申請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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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C 小君：「我的父母都是日本人，但我在花蓮縣出生。」 D 小瑋：「我出生當

天，父親正好當選嘉義縣縣議員。」 【106 會考】 

解析：中華民國的國籍法是屬人主義為主，屬地主義為輔。A 美國採屬地主義；B 尚未歸化完成；C

已知父母都是日本人；D 父親為嘉義縣縣議員，父親一定為中華民國國籍，故答案選 D。 

 

3.近年來，「開放政府資料」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公部門所開放資料的項目、瀏覽人 

數，及資料被下載次數也屢創新高，民眾可透過取得政府資訊，監督政府施政。未

來，政府也研擬在不涉及機密的情況下，公開更多的資訊。上述政府的作法，有助於

落實下列何種目標？ A 提升人民的資訊倫理素養 B 強化分權制衡的監督機制 C 提供

政治參與的多元管道 D 增進媒體教育文化的功能 【107 會考】 

解析：開放政府資料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顯見民眾對於政府事務的關心度增加，關心政治即屬於

政治參與的方式之一。 

 

4.我國總統自直接民選以來，歷屆總統、副總統選舉的選舉資料概況，如下表所示。

根據表中資料判斷，可對近年的社會現象做出何項推論？ 

 
A 人口結構顯示出少子化現象 B 民眾政治參與意願逐年上升 C 自然增加率大於社會 

增加率 D 政黨輪替後兩黨制日趨成型 【108 會考】 

解析：總人數與具投票權人數都上升，不具投票權的人數逐年下降。此乃反映人口結構少子化與逐

漸高齡化，故選 A。B 政治參與意願時升時降；C 無法判斷自然增加或社會增加；D 無法判斷政黨

類型。 

 

5. 右表呈現阿森在近三屆我國總統選舉資格的變化情

形。 根據表中內容判斷，阿森在第 14屆至第 15屆之

間，最可 能發生了下列哪一件事？ A被政黨開除黨

籍 B遭法 院監護宣告 C遷移戶籍至其他縣市 D遭法

院判處褫 奪公權 【111會考】 
解析：A開除黨籍與參政權無關；C境內遷移不影響總統選舉

的投票資格；D褫奪公權僅剝奪被選舉的資 格，不影響投票資格，故選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