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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度指定科目考試 

歷史考科非選擇題評分標準說明
1
 

【第一處 / 管美蓉】 

 

99 學年度指定科目考試歷史考科閱卷工作，在輔仁大學李東華教授主持及 56 位大學教授

歷經五天的通力合作之下，已於 7 月 11 日順利完成。閱卷時，每位閱卷委員均有一本「九十

九學年度指定科目考試歷史考科閱卷參考手冊」，作為閱卷之參考依據，手冊中詳列各題評分

標準及參考答案，包括滿分參考答案、部分給分參考答案及 0 分答案等內容，由於學生答案的

類型繁多，限於篇幅，在此無法一一列舉，以下僅逐題說明 99 學年度指定科目歷史考科非選

擇題解析及滿分答案。非選擇題試題的部分，可參見本中心網站。 

根據歷史科指考閱卷一般原則，作答時若有錯字，每一單項答案扣 1 分，扣完為止。簡體

與俗體字不扣分，注音符號則視同錯字。 

 

試題編號：非選一 

測驗範圍：第一冊 四、當代臺灣 2.經濟：成長與挑戰 

試題目標：2-1 能理解史料的性質與含義；2-2 能分析史料的主要概念 

滿分參考答案： 

1.第 1 小題：紡織；食品加工；麵粉；飼料；食油；沙拉油工業；進口替代工業（寫

出一個正確答案可得 1 分；寫出二個或二個以上，可得 2 分） 

2.第 2 小題：美國援助；美援 

3.第 3 小題：換取外匯；出口；外銷 

試題解析：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於臺灣 1950 年代經濟政策的理解與辨析 

1.第 1 小題：從資料甲內容可知以棉花、大豆、小麥等農產品為工業的原料所發展的

工業為：棉花為紡織工業，小麥為麵粉工業，大豆為食油工業、食品加工或飼料等

工業。 

2.第 2 小題：臺灣當時所產白米的品質好，故多出口以賺取外匯，國內市場供應少，

價格自然高些；而麵粉來自美援，原料製造成本低且量多供應足，故價格相對較低。 

3.第 3 小題：對 1950 年代的臺灣「有利的國家用途」，主要是指以外銷賺取外匯。 

 

試題編號：非選二 

測驗範圍：第二冊 三、近世的發展（宋、元明、清）2.經濟發展與人口問題 

                                                 
1資料來源：〈九十九學年度指定科目考試歷史考科閱卷參考手冊〉；〈九十九學年度指定科目考試歷史考

科試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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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目標：2-1 能理解史料的性質與含義；2-2 能分析史料的主要概念 

滿分參考答案： 

1.第 1 小題：宋神宗（1 分）；王安石（1 分）（次序可顛倒） 

2.第 2 小題：不贊成。人民生活困苦；人民生活未見改善；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常

平錢山積，而無救飢饉；積錢於官，無渲洩之道 

3.第 3 小題：民間錢少，物價下跌；錢貴物賤；通貨緊縮；錢的流動性低；民間官錢，

搜索殆盡；積錢於官，無渲洩之道。 

試題解析：本題旨在測驗考生能解讀史料並配合歷史認知作延伸意涵的分析 

1.從蘇轍所說的第一句話：「自熙寧以來」，可以斷定這是北宋熙寧年間的變法，主事

君主為宋神宗、大臣為王安石，王安石自己稱得神宗大力支持這次的變法為「得君

行道」，可見君臣二人對變法之寄望與理想之崇高。 

2.根據蘇轍所言，行「免役法」，民間交錢代役，官方又辦理「青苗法」賺取百姓的

利息。如此一來，天下的錢財集中到官府，錢幣多到串貫的繩子朽斷了，無法算計；

「常平錢」堆積如山，沒有真正能援助貧眾，人民生活未見改善，困苦依舊。錢聚

積在官府之內，亦不流通作用。以上論述都是政策不當造成的現象，立意良好，卻

實行失當造成擾民，錢幣集中於官府停滯不暢通，民間通貨緊縮，故可以看出蘇轍

對此是持反對態度的。 

3.改革之後物價普遍下跌的原因，就是錢幣集中於官府停滯不暢通，民間通貨緊縮，

形成民間錢幣少而物品多，自然物價會下滑。 

 

試題編號：非選三 

測驗範圍：第四冊 四、世界霸權的爭奪 1.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的形成及東亞世界 

試題目標：2-1 能理解史料的性質與含義；2-2 能分析史料的主要概念 

滿分參考答案： 

1.第 1 小題：蘇聯、蘇俄、俄（國）、俄羅斯、波蘭、捷克 

2.第 2 小題：保護歐洲；（防範）共產（主義）；民主（制度）；（留在）這座城市（以

上各 1 分） 

試題解析：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於一般歷史重點敘述能否分析掌握其要旨 

1.此兩段引文可以得知，某一衝突事件是指「柏林危機」。而甲引文中談到「西方國

家」「把德國變成軍事與政治的防衛站」可以推知，甲國應是指與美國對峙的俄國

或其盟國。（因當時東德尚未成立，故非正答） 

2.從乙段引文說到：「…保護歐洲，…防範共產主義…維護民主制度。」知道立場應

為冷戰下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而可能引發衝突的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

與「民主制度」之爭。「共產主義」、「民主制度」是重要關鍵詞語，唯因此事件為

柏林危機，因此「保護歐洲」、「留在這座城市」也可視為是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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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編號：非選四 

測驗範圍：第三冊 四、歐洲勢力的崛起 1.近代歐洲的興起 

試題目標：1-1 能明瞭重要的歷史名詞、事件、人物、制度與學說等 

滿分參考答案： 

1.第 1 小題：D 

2.第 2 小題：因信稱義；惟信得救；因信得救；義人必因信得救；救贖之道，惟信而

已；聖經至上；人人皆教士 

3.第 3 小題：天主教、羅馬公教、舊教 

4.第 4 小題：丁 

試題解析：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歐洲宗教改革是否具有基本的認識 

1.馬丁路德在日耳曼地區的威登堡發難，配合附圖應在 D 處。 

2.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自己讀聖經（聖經至上），自己面對上帝（人人皆教士），個人

能否得救不是靠善功，而是憑上帝的信心與信念，堅持真理而行（因信稱義，惟信

得救）。 

3.圖中丙區主要包括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地區，故是天主教（舊教或羅馬公教） 

4.來臺傳教的基督長老教會是屬於喀爾文教派，曾以瑞士日內瓦為中心，對照地圖，

以丁區 適宜。乙區是指英格蘭而非蘇格蘭地區，主要以英國國教派為主，故乙非

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