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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八年級社會科試題 

 (共 7頁) 

【地理科】命題教師:黃清銓老師    

一、 單選題(每題 5 分)  

※右圖(1)為中國的農牧業分區圖，請依代號回答 1-10題: 

1. 年雨量 500-750 公厘，冬季月均溫低於攝氏 0 度， 

主要的糧食作物為小麥，年可一穫到二穫。 

請問：上述條件所分布的位置在圖(1)中何區？ 

(A)甲區 (B)乙區 (C)丁區 (D)戊區 

 

2. 圖(1)中的『甲』區主要以哪種畜牧方式為主? 

(A)欄牧 (B)游牧 (C)放牧 (D)山牧季移。 

 

3. 呈上題，『甲』區以此種方式畜養牲畜的原因為何? 

(A)防止豬瘟傳染 (B)地廣人稀 (C)地狹人稠 (D)勞動力不足。 

 

4. 牧人在春末夏初時驅趕牲畜上山，秋季時下山避寒，除了畜牧之外，農地僅勉強也可以栽種耐寒的農作物。 

請問：上述的情況所分布的位置在圖(1)中何區，且此種畜牧方式稱為甚麼？ 

(A)乙區：放牧 (B)丙區：游牧 (C)丁區：欄牧 (D)戊區：山牧季移。 

5. 右圖(1)中『戊』區南部的河谷地區『最適合』種植哪一種耐寒耐旱的糧食作物? 

(A)稻米 (B)青稞 (C)棉花 (D)茶葉。 

6. 承上題，圖(1)中『戊』區南部河谷地區可以種植糧食作物的原因為何? 

(A)受到印度洋夏季暖濕季風的滋潤 (B)中國內需市場擴大  

(C)農業品種改良技術進步         (D)交通系統改善作物得以外銷 

 

7. 目前中國生產棉花主要在綠洲農業區利用改良的灌溉系統，並施以化肥，產量可居全國之冠。請問此區應該位在

圖(1)中的哪個地區? 

(A) 甲區 (B)乙區 (C)丁區 (D)戊區 

 

8. 『每年春季最後一次降霜，到秋冬季最早一次降霜之間，這一段沒有降霜、利於植物生長的時期，稱為「無霜期」。

一般來說，一地的無霜期越長，植物可以生長的日期也越長，故農作物可收穫的次數也越多』。由上文可知，圖(1)

中哪個地區的無霜期應該最長? 

(A)甲區 (B)乙區 (C)丁區 (D)戊區 

 

9. 『呼倫貝爾位於大興安嶺以西，因為呼倫湖、貝爾湖而得名，其地勢東高西低，海拔大約在 600 公尺上下，過去

是中國保存完好的草原，曾有「牧草王國」的美稱。當地四季分明，屬於溫帶草原氣候區，大部分地區進行放牧

產業，但也能種植小麥、馬鈴薯等作物。』。根據上述短文，請問此一草原最可能位在圖(1)中的哪一個地區? 

(A)乙區 (B)丙區 (C)丁區 (D)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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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西元 1999 年以來，呼倫貝爾草原年降水量偏低，春季乾旱加上夏季高溫，水分蒸發快，乾旱程度日益嚴重，

草原上的常年青草以每年 2％的速度枯萎，可是植草的建設每年僅有 0.2％，當地土地以每年 10,000 公頃左右的

速度逐年退化。』 

根據上述短文，請問此一草原正在面臨何種問題? 

(A)土地沙漠化 (B)地層下陷 (C)凍土溶解 (D)圍湖造田 

 

11. 圖(2)為中國三大經濟帶及三大經濟圈分布圖，其中甲、乙、丙為中國三大經

濟圈，替中國創造頗高的經濟產值，主要是因為具備何種共同的產業優勢？ 

(A)地廣人稀 (B)礦產豐富  (C)水資源充足  (D)海運便利 

 

12. 中國憑著何種優於世界各國的條件，數十年來扮演著「世界工廠」的角色，

吸引了世界大量工業進駐設廠？ 

(A)充足廉價的勞力       (B)產量世界第一的石油礦   

(C)公正廉潔的法律保障   (D)快速創新的高科技 

 

13. 中國正在進行「南水北調」水利工程，請問這項工程主要的引水方案為何？ 

(A)將南海的水引到北京 (B)將南海的水北引賣給蒙古 (C)將黃河的水調往珠江 (D)將長江的水調往黃河。 

 

14. 根據新聞報導：「三北防護林工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生態工程，其範圍包含 13 個省區市，被稱為中國的『綠色

長城』。」請問：「三北防護林工程」主要是要解決何種問題? 

(A)土地沙漠化 (B)水資源不足 (C)永凍土溶解 (D)水患頻傳。 

15. 『沙塵暴形成需具備三個條件：首先，風是沙塵暴的原始驅動力。其次是沙源，若沒有沙源和沙土等物質，光有

大氣環流也不會形成沙塵暴。第三，地表受熱後產生不穩定的上升氣流，把沙子帶到高空，形成沙塵暴。世界上

最主要的沙塵暴是亞洲沙塵暴，主要有三大沙源區，包括蒙古國南部、中國塔克拉瑪干沙漠及其南部周邊地區、

內蒙古西部巴丹吉林沙漠及其周邊地區。由這些沙源區產生的沙塵暴占亞洲沙塵暴總量的 70％，其中僅蒙古國南

部一處就占了 40％。中國氣象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從西元 2000 至 2003 年，中國境內共發生 53 次沙塵暴，其中

有 33 次源於蒙古國中南部的戈壁地區，也就是說有六成來自境外。』根據上文，符合沙塵暴形成的氣候條件，

請問『主要』為何種氣候類型？ 

(A)溫帶季風氣候 (B)溫帶草原氣候 (C)溫帶沙漠氣候 (D)高地氣候 

二、題組題(每小題 5 分) 

※土地資源的利用，受到各地自然環境不同的影響，以因地制宜為原則。各

地區的土地利用在過度開發之下，可能會出現許多問題，請依圖(3)中國三級

階梯示意圖中的代號回答下列問題。 

16. 地勢高聳的地區常因氣候嚴寒，生長季短，使地表多凍土，影響農業發

展。請問：圖中何處最可能發生此種情況？ 

(A)甲區 (B)乙區 (C)丁區 (D)戊區 

 

17. 乾燥地區時常有土壤鹽鹼化的問題。請問此種環境問題最有可能出現在

圖中何處？ 

(A)甲區 (B)丙區 (C)丁區 (D)戊區 

 

 

圖(2)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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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以下各小題： 

    由紅葡萄釀造出的酒，俗稱『紅酒』，紅酒承襲著西方文明的歷史價值，也襯托著對於價值的衡量。從古至今，

無論是民俗慶典、家族聚會、國事美談等活動，紅酒在西方社會中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紅葡萄的根系在12～14℃時發生新根，初芽一般在春季氣溫達10℃後萌發抽生新梢。葉腋中的夏芽萌發成副梢。

夏季生長期則要求氣候溫暖、陽光充足、夏季長期乾燥、排水良好的地方等，最適宜溫度為25～30℃。氣溫高、晝夜溫

差大，養分積累多、果實顏色鮮好、含糖量較高。年總雨量只要達到300-500mm之間則最適合，也不需要太過肥沃的土

質，故相對惡劣的環境越能種出品質優良、風味獨特的釀酒葡萄。因此降水量豐富、溼氣較重的環境，較不利於葡

萄樹的生長。 

  但新的研究數據顯示，西元2013 年，中國首次超越法國和義大利，成為全球最大的紅酒消費市場，亞洲新勢力

逐漸攀越進入西方世界。中國的自產紅酒已經可以供應自己國內80%左右的內銷市場消費量，根據倫敦的「國際葡萄

酒及烈酒研究中心」提出的數據顯示，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五大紅酒生產國，產量僅次於義大利、法國、美國、西班牙。

每年5月在香港舉行展覽會的「國際葡萄酒及烈酒展覽會集團Vinexpo」，研究顯示，自西元2005年起，中國消費者對

紅酒的興趣與日俱增，西元2013 年，中國年消費18.65億瓶紅酒，已超越法國18億瓶及義大利17億瓶。 

18.由上文第二段可知，右方圖(4)中，中國哪個地區的氣候，相對比較適

合葡萄生長? 

(A)甲區 (B)乙區 (C)丁區 (D)戊區 

19.承上題，中國此一地區能成為葡萄的最大產區，主要是再加上配合下

列哪一個因素，讓此區的條件成為適合葡萄生長的地區? 

(A)引高山融雪所形成的地下水進行灌溉   

(B)大量引進自動化機械 

(C)依賴印度洋夏季暖濕西南季風的水氣   

(D)採用科學化電腦自動灑水系統 

20.下列哪一個標題最適合用來作上文的總結? 

(A)中國藉由一帶一路，將自產紅酒大量外銷到歐洲搶奪市場。  

(B)中國經由紅酒消費，承接了歐洲西方文明的歷史價值。 

(C)龐大的內銷市場和消費力，讓中國超越了歐洲的紅酒消費。 

(D)眾多且便宜的勞工，造就中國擊敗義大利的紅酒釀造技術。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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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命題教師: 邱騰玄、傅浩祐老師 

一、是非題(1題5分，共20分) 

請判斷下列人物內歷史人物的相關事蹟，正確請畫A，錯誤請畫B 

21. 五代後周將領朱元璋因陳橋兵變，被部下擁立為帝。他改國號為「宋」，定都汴京，被尊為宋太祖。 

22. 南宋時，蘇軾集理學之大成，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稱「四書」，並加以注釋而成四書集注。此書為元代科

舉考試的標準本。 

23. 清雍正皇帝即位後，以傳教士介入宮廷政爭為由，實施禁教，中西文化交流隨之中斷。 

24. 在科技方面，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等科技在宋元時期有劃時代的進展。北宋宋應星所著的夢溪筆談，詳細記錄

許多當時的科技發明。 

 

二、單選題(1題5分，共60分) 

25. 史學家黃仁宇認為：「從物質生活講，十二世紀的中國，無疑的已領先世界。」這主要是針對宋代哪項特色所提出

的看法？ 

(A)統一幣制並通行全國        (B)開鑿運河使物資交流 

(C)兼容並蓄的多元文化        (D)科技發達與商業興盛 

26. 馬可波羅在 13 世紀時來到了中國，他以色目人的身分成為統治者的使者，前往了中國西南、緬甸、東南亞和印度

等地。馬可波羅回到故鄉以後，他分享在中國時期的經歷，成為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請問，馬可波羅最可能

是在哪個朝代時來到中國的？ 

(A)宋朝   (B)元朝   (C)明朝   (D)清朝 

27. 這本書是由西方的傳教士利瑪竇以及中國的官員徐光啟共同翻譯，是來中國的傳教士翻譯的第一部西方學術著作，

而這本書最可能為以下何者？ 

(A)《天工開物》   (B)《本草綱目》   (C)《坤輿全圖》   (D)《幾何原本》 

28. 編年體史書指的是將歷史按照年代順序編寫的一種正史書寫方式，下列哪部書籍為編年體史書？ 

(A)史記   (B)三國演義   (C)明史   (D)資治通鑑 

29. 比較中國歷史上的元朝與清朝兩個政權，關於這兩個政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都推行過漢化政策   (B)都曾經進行過首都的遷移 

(C)都是外族入主中國的政權  (D)都曾經實施過種族隔離的階級制度 

30. 右圖是『北宋官員與兵額數量圖』，由圖中呈現的內容可見軍隊數量不斷增加，其原因為何？ 

(A)對外軍事作戰不利，故不斷增加兵員    

(B)疆域不斷擴大，需增加兵額以利統治   

(C)民變與內亂頻仍，需增兵以穩定局勢 

(D)強調武人政治，習武之人大量獲重用 

31. （承上題）到了宋神宗時期，由於財政問題嚴重，因此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著手進行

改革。請問：變法改革的結果為何？ 

(A)引發民變，北宋滅亡  (B)改革成功，宋朝國富民強 

(C)黨爭激烈，國勢更加衰弱 (D)國勢增強，外族紛紛歸順 

32. 在蒙古帝國有一常見的機構叫做「驛站」，請問這個機構主要的職責與功能為何？ 

(A)朝貢貿易體制下，接待外國使節的機構    

(B)位居港口，管理區域內外國商人的活動 

(C)監控官員，進行祕密審訊的特務機構      

(D)提供信使、官員與商旅歇息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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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宋元時期，農業生產的提升促進經濟發展，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生動地描繪出首都汴京的繁華景象。

請問，就學者的角度，《清明上河圖》將是研究宋朝什麼主題的極為重要的史料？ 

(A)庶民生活與城市建築    (B)早熟稻傳入後人口增長的變化    

(C)紙鈔的出現與流通範圍   (D)宋詞、元曲的普及狀況 

34. 晚上逛夜市已漸成為台灣城市旅遊一大特色，各縣市也發展出頗具規模的夜市，如花蓮東大門夜市、宜蘭羅東夜

市、高雄六合夜市等。而早在中國的宋代，城市的商業活動發達，夜市已經非常盛行，當時「夜市」的出現，有

著什麼樣的意義？ 

(A)商業活動日漸沒落  (B)坊市制度的破壞   (C)科舉制度的影響   (D)海外貿易的興盛 

 

35. 位於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有一種特別的族群「峇峇娘惹」，又稱土生

華人或海峽華人。是指 15 世紀初期到 17 世紀之間開始定居在馬

六甲、印尼、新加坡、泰國和緬甸一帶的中國移民後裔。這些人

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當地馬來人或其他非華人族群的影響。

男性稱為峇峇，女性稱為娘惹。請問他們的華人先祖會遷居到當

地，最主要與哪一歷史事件有關？ 

(A)蒙古軍的南下，滅掉南宋引發的難民潮    

(B)商幫組織的形成，到海外成立貿易據點    

(C)傳教士東來介紹，吸引海外探險的熱潮    

(D)鄭和的南下西洋，奠定移民當地的基礎 

36. 明清時期，對於通過科舉考試的士人與官員相當禮遇。他們形成

「士紳階級」，享有司法特權，並可以免除勞役，在身分地位、生

活服儀方面與平民有很大的區別。請問透過科舉考試晉身「士紳

階級」，至少得通過右圖中哪一級的考試？ 

(A)甲 (B)乙 (C)丙 (D)丁 

 

37. 比較歷代的選拔人才制度，由漢代的察舉制度以來，正確的敘述為何？ 

(A)魏晉南北朝時期首開科舉考試  

(B)隋唐重用士族，八股取士，嚴重束縛了知識分子的思想 

(C)宋代行「重文輕武」政策，加以理學盛行，四書重獲重視 

(D)明清開始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風氣 

 

三、題組題(1題5分，共20分) 

羅賓在幫某位皇帝記錄他的歷史時寫到：「他因為不滿明惠帝的削藩政策，因此打著『靖內難，清君側』的口號起兵

叛亂，事變成功之後，他篡位為皇帝。皇帝即位以後，將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建立了紫禁城，為了防止北方蒙古

的騷擾，皇帝還大規模的修築長城。此外，為了將南方的物資運往北方，他還疏通了元朝時期開鑿的江南大運河。」 

38. 請問，羅賓紀錄中提到的皇帝是以下何人？ 

(A)明太祖           (B)明成祖 

(C)明神宗           (D)明思宗 

39. 該名皇帝引發的叛亂，後來歷史上稱為？ 

(A)靖難之變          (B)靖康之禍 

(C)玄武門之變        (D)八王之亂 

40. 根據短文中可知，皇帝即位以後實施了許多新政措施，對後來明清兩代發展產生的影響為何？ 

(A)文官集團壟斷政治，結黨互鬥    (B)促進胡漢融合 

(C)國家重心轉往北方發展          (D)宦官把持朝政，埋下日後宦官亂政的種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AD%E7%9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AD%E7%9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7%AC%E7%94%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F%E7%BE%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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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命題教師:藍惠寧老師 

一、選擇題(1題4.5分，共49.5分) 

41. 以下關於｢在野黨」的敘述，何者「錯誤」？   

(A)選舉後未取得執政權的政黨                       

(B)其重要任務是監督執政黨，避免政府腐敗   

(C)在野黨若要爭取勝選，應在敗選後進行內部改革   

(D)在野黨應嚴格監督執政黨，所以要反對執政黨的所有政策 

42. 原本的執政黨失去執政權而成為在野黨，而原本的在野黨取得執政權成為執政黨。 

此上現象稱為何？ 

(A)政黨競爭  (B)政黨政治  (C)政黨輪替  (D)政黨制度 

43. 右圖 1 為民主國家人民實現理想的二種路徑比較，請問類型甲和類型乙

分別代表什麼？  

(A)政黨、利益團體  (B)利益團體、政黨  

(C)政黨、政黨      (D)利益團體、利益團體 

44. 以下哪一種公職人員不是由選舉產生？ 

 (A)總統、副總統    (B)行政院長   

 (C)縣市議員        (D)鄉鎮市長 

45. 政治參與對人民而言是很重要的事，因為公職人員的所作所為都會影響我

們的日常生活，例如食品安全、交通建設、空氣品質等。各種政治參與的

方式中，因為會產生法律效力，所以是最重要的是哪一項？  

(A)選舉   (B)示威遊行  (C)參加政黨   (D)參加公聽會 

46. 14 歲的雨欣立志成為我國立法委員，監督政府、為民喉舌。 

若依我國現行選舉制度，雨欣至少還要經過幾年才有機會參選立法委員？ 

 (A)6 年  (B)9 年  (C)12 年  (D)26 年 

47. 承上題，雨欣所參選的公職人員屬於：(A)行政首長  (B)民意代表   

48. 承上題，立法委員的連選連任限制規定為何？ 

(A)不得連任   (B)連選得連任一次  (C)連選得連任，無次數限制  (D)終身職 

49. 若我國現在正舉行公民投票，請問以下何人可以投票？   

(A)今年 28 歲到我國觀光的韓國籍歌手金貫鑫    (B)今年 20 歲受監護宣告的我國國民丁丁   

(C)今年 18 歲，4 個月前將戶籍遷到花蓮的乙成   (D)今年 20 歲，8 個月前將戶籍遷到花蓮的寶玉 

50. 「不信任政府、做什麼都不會改變」的感覺造成日本年輕族群超低的投票率，日本的政治也因此長期受到特定族群

的把持，成為惡性循環。日本年輕人不去投票是因為忽略了選舉的哪一項功能？ 

(A)選出公職人員   (B)合法轉移政權   (C)展現責任政治   (D)影響政府政策 

51. 關於｢公民投票」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公民投票是指由公民投票選出公職人員來為人民服務   

(B)所有的公共議題都可以用公民投票來決定   

(C)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少數人的基本人權，是一種多數暴力   

(D)越民主的國家越常舉辦公民投票 

 

 

 

 

圖 1 

類型乙 
類型甲 

宣傳、陳情、

示威、遊說 

影響政策 

實現理想 

獲得政治權力 

組成人民團體 

投入選舉 

有共同理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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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題(一題4.5分，共13.5分) 

請問以下各項選舉時的措施，分別是為了符合何項選舉原則？  

52. 投票所的圈票區要以布帘遮蓋 

53. 每位選民針對同一項公職選舉所能投的票數是相同的 

54. 人民不因性別、宗教、種族等因素而無選舉權 

      選擇項目： (A)普通原則   (B)平等原則   (C)直接原則   (D)無記名原則 

三、題組(15-20題，一題4.5分，21-22，一題5分，共37分) 

(一)圖 2 為民意轉為公共政策的途徑。 

55. 請問甲、乙所指分別為何？  

   (A)選舉、選舉       (B)公民投票、公民投票   

(C)選舉、公民投票   (D) 公民投票、選舉 

56. 請問圖 3 最可能為何種選票的格式？ 

(A)甲  (B)乙  (C)二者皆是  (D)二者皆非 

57. 請問何者屬於間接民權？  

(A) 甲  (B)乙  (C)二者皆是  (D)二者皆非 

 (二) 以下是甲、乙二國最近一次國會大選後的政黨席次分配表。請依此回答以下問題： 

甲
國 

政黨 獨立黨 社會民主聯盟 左翼綠色運動 進步黨 明亮未來 海盜黨 

國會席次 19 9 7 19 6 3 

比率 30% 14% 11% 30% 9% 4% 

 

乙
國 

政黨 自由民

主黨 

立憲民

主黨 

國民民

主黨 
公明黨 共產黨 

乙國維

新會 
自由黨 

希望之

黨 

社會民

主黨 
無黨 

國會席次 284 57 39 29 12 11 2 2 2 17 

比率 64% 13% 8% 6% 2% 2% 0.4% 0.4% 0.4% 3% 

58. 甲國的政黨制度最可能為何？ 

    (A)一黨專政  (B)一黨獨大  (C)兩黨制  (D)多黨制 

59. 乙國的政黨制度最可能為何？ 

(A)一黨專政  (B)一黨獨大  (C)兩黨制  (D)多黨制 

60. 何者的政策形成效率高，但容易忽視民意？ 

   (A)甲  (B)乙  (C)都一樣  (D)無從判斷 

61. 何者經常會出現聯合政府，增加了政局的複雜性？ 

(A)甲  (B)乙  (C)都一樣  (D)無從判斷 

62. 何者的社會比較多元？少數人的意見較能得到重視？ 

    (A)甲  (B)乙  (C)都一樣  (D)無從判斷 

 

試題完畢！ 

乙 

甲 

制
定
政
策 

 

公職人員 
人 

 
民 

 

圖 2 

圖 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D%A8%E7%AB%8B%E9%BB%A8_(%E5%86%B0%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6%B0%91%E4%B8%BB%E8%81%AF%E7%9B%9F_(%E5%86%B0%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6%E7%BF%BC%E7%B6%A0%E8%89%B2%E9%81%8B%E5%8B%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B2%E6%AD%A5%E9%BB%A8_(%E5%86%B0%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4%BA%AE%E6%9C%AA%E4%BE%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7%9B%9C%E9%BB%A8_(%E5%86%B0%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5%B2%9B%E8%AE%AE%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6%B0%91%E4%B8%BB%E9%BB%A8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6%B0%91%E4%B8%BB%E9%BB%A8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86%B2%E6%B0%91%E4%B8%BB%E9%BB%A8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86%B2%E6%B0%91%E4%B8%BB%E9%BB%A8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6%B0%91%E6%B0%91%E4%B8%BB%E5%85%9A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6%B0%91%E6%B0%91%E4%B8%BB%E5%85%9A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6%98%8E%E9%BB%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85%B1%E7%94%A2%E9%BB%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7%BB%B4%E6%96%B0%E4%BC%9A_(2016%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7%BB%B4%E6%96%B0%E4%BC%9A_(2016%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5%85%9A_(%E6%97%A5%E6%9C%AC%EF%BC%8C2016%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6%9C%9B%E4%B9%8B%E5%85%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6%9C%9B%E4%B9%8B%E5%85%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6%B0%91%E4%B8%BB%E9%BB%A8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6%B0%91%E4%B8%BB%E9%BB%A8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5%B2%9B%E8%AE%AE%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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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級社會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C D B A C A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D A C D B C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B A B D B D D C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D A B D D C B A C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 C A B A B B C D D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C D B A C A A D B B 

61.  62.          

A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