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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分鐘準備段考 
 了解歷史：闔上課本，要能回想起每個單元的時代與特色，理解歷史事件的原因 
    與經過，清楚歷史人物的地位與影響。 
 地理：看到圖表要能判讀其中的資訊，地形、氣候、水文、人口、交通、產業等， 

定義與各區域特色要清楚。 
 公民：每個專有名詞都能了解，能用生活週遭的例子來複習課本中的概念。 
 利用名師學院系列產品，反覆觀看、補強弱點。 

二、 重點回顧 
 【歷史】清末危局到民國建立 
    

1. 清末的內憂外患 

 

 

 

 

 

 

 

 

 

 

 

 

 

 

 

 

 

 

 

 

 

 

 

 

 

 

 

 

 

 

皇

帝 
內憂 外患 條約 附註 

道

光 
太平天國開

始 
鴉片戰爭 《南京條約》及續約 不平等條約開

始 
咸

豐 
太平天國 英法聯軍 《璦琿條約》、《天

津條約》、《北京條

約》 

自強運動（洋務

運動） 

同

治 
太平天國、捻

亂、回亂 
   

光

緒 
義和團（庚子

拳亂） 
中法戰爭、甲

午戰爭、八國

聯軍、日俄戰

爭 

《馬關條約》、《辛

丑條約》 
戊戌變法（ 百
日維新）、革命

運動、庚子後新

政（慈禧變法） 
宣

統 
革命黨   立憲運動、革命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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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清代帝系表 

 

項

目 
廟號 年號 名諱 在位期間 

清

代

帝

系 

清太祖 天命 努爾哈赤  
清太宗 天聰、崇德 皇太極  
清世祖 順治 福臨 西元 

1644~1661 年 
清聖祖 康熙 玄燁 西元 

1662~1722 年 
清世宗 雍正 胤禛 西元 

1723~1735 年 
清高宗 乾隆 弘曆 西元 

1736~1795 年 
清仁宗 嘉慶 顒琰（永琰） 西元 

1796~1820 年 
清宣宗 道光 旻寧 西元 

1821~1850 年 
清文宗 咸豐 奕詝 西元 

1851~1861 年 
清穆宗 同治 載淳 西元 

1862~1874 年 
清德宗 光緒 載湉 西元 

1875~1908 年 
  宣統 溥儀 西元 

1909~1912 年 
 

範例：清代中國對西方人誤解甚多，如認為洋人「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遠刺，夷

人腰硬腿直，一擊便倒」等等，這種錯誤的觀念是造成中西近代衝突不斷的主因。請問下

列哪一位皇帝，必須對中國人錯誤觀念的形成負起大部分的責任？ 
(A) 清聖祖 (B) 清世宗 (C) 清高宗 (D) 清仁宗 
 
(B) 
由於雍正皇帝在西元 18 世紀實行鎖國政策，導致西方的新式思想與知識無法東傳，中國更

加故步自封，因此在清朝末年遭列強攻破之後，中西衝突不斷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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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大戰爭 

戰爭 時間 原因 訂約 影響 
中英鴉片 
戰爭 

道光 20~22 
年 
（ 西元 1840 
~1842 年） 

中英商務糾

紛和鴉片問

題（林則徐廣

州禁煙） 

《南京條約》和

續約 
1. 清末中英首

戰，開始與西方

訂不平等條約， 
揭開 3,000 年
來未有的大變

局（打開中國門

戶） 
2. 割地（香港）

賠款 
英法聯軍 咸豐 7~10 年 

（ 西元 1857 
~1860 年） 

亞羅船事

件、廣西教案 
《璦琿條約》、

《天津條約》、 
《北京條約》 

1. 割地最多，大

東北縮小一

半，俄奪中國大

片土地 
2. 中國首度覺

醒，引發自強運

動 
3. 列強由沿海

深入內地 
中法越南 
戰爭 

光緒 9~11 年 
（ 西元

1883~ 
1885 年） 

法國以武力

侵略越南，爆

發中法衝突 

 中國喪失藩屬

越南、英國占 
領緬甸， 光緒

11 年臺灣改 
為行省 

中日甲午 
戰爭 

光緒 20~21 
年 
（ 西元

1894~ 
1895 年） 

朝鮮東學黨

之亂 
《馬關條約》 1. 列強瓜分中

國，中國不再 
有藩屬（港灣租

借、勢力 
範圍） 
2. 引發革命運

動和戊戌變法 
3. 割臺灣、澎湖 
4. 俄、德、法 3 
國干涉歸還 
遼東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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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聯軍 光緒 26~27 
年 
（ 西元

1900~ 
1901 年） 

義和團殺死

日本使館書

記官和德國

公使克林德 

《辛丑條約》 1. 巨額賠款使

中國人呻吟於

債臺之下 
2. 列強駐兵北

京使館區等

地，北京門戶洞

開，影響中國國

防 
3. 東南自保運

動，開地方割據

之例 
日俄戰爭 光緒 29~31 

年 
（ 西元

1903~ 
1905 年） 

日本痛恨俄

國干涉還遼

東，加上俄國

利用庚子事

變占東北，不

肯撤兵 

 俄敗，日俄瓜分

東北，促成清末

立憲運動 

 

 

範例：張立的爸爸給他看一本家族族譜，其中記載著 100 多年前，他們家族因為逃避

一場動亂，舉家從南京遷到北京，沒想到不到 10 年，又發生洋人攻入北京的動亂，於

是一家又遷至東北邊疆，這時才知道原來東北的土地，已經被北方的鄰國侵占一大片

了。請問，張立祖先的生活經歷，是發生在清朝哪一個皇帝在位的時候？ 

(A) 乾隆 (B) 嘉慶 (C) 道光 (D) 咸豐 

 

(D) 

張立的祖先在 100 多年前由南京遷至北京，是為了躲避長江中、下游的太平天國之亂，

而隨後發生的洋人攻入北京則為英法聯軍之役，且英法聯軍後，中國北方的俄國已趁

機奪取東北大部分土地，因此可知為咸豐在位期間。 

補充： 

1. 攻入北京的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八年抗戰。 

2. 攻入東北的戰爭與事件：庚子事變、九一八事變、抗戰末期。 

 

 

 

 

 

 



                                     段考錦囊 隨時隨地為你補充考試重點 
 
 

 

7  

3.不平等條約 

條約名稱 訂約時間 割地 賠款 其他 
中英《南京條

約》及續約 
道光 22 年（西元 
1842 年） 

香港 是 1. 開放通商口岸 
2. 文書平等往來 
3. 協定關稅、片面

最惠國待遇、領事

裁判權、租界 
中俄 

《璦琿條約》 
咸豐 8 年（ 西元 
1858 年 

黑龍江以北 否 清末割地最多的條

約 
中英法 

《天津條約》 
咸豐 8 年（ 西元 
1858 年） 

無 是 1. 開放臺灣安平、

打狗、滬尾、雞籠

為通商口岸 
2. 允許外人在各地

傳教、互派公使 
3. 增開通商口岸，

外人有內河航行權 
中英法 

《北京條約》 
咸豐 10 年（西元 
1860 年） 

九龍司 否 增開通商口岸 

中俄 
《北京條約》 

咸豐 10 年（西元 
1860 年） 

烏蘇里江以東 否 俄國享有領事裁判

權、片面最 
惠國待遇等特權 

中日 
《馬關條約》 

光緒 21 年（西元 
1895 年） 

遼東半島、臺 
灣、澎湖 

是 1. 承認朝鮮獨立 
2. 允日人在通商口

岸設廠 
《辛丑條約》 光緒 27 年（西元 

1901 年） 
無 是 各國得在北京等地

駐兵 
 

注意： 
1. 租界：外國人取得在通商口岸居住的權利，可租屋或租地自建，形成「國中有國」

的現象，中國喪失領土主權的完整。 

2. 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外國人在中國犯罪不受中國法律制裁，而依外國法律進

行裁判，中國喪失司法的獨立性與完整性。 

3. 協定關稅：中國對外國貨物所開徵的稅率由兩國政府協商，中國喪失關稅自主權，

無力保護國內工商業，對財政、經濟傷害很大。 

4. 片面最惠國待遇：中國給予其他國家的特權，有簽訂此條約的國家即可援用享受，

使列強合力對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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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午戰後各國勢力範圍劃分 

 

國家 勢力範圍 特點 
法國 西南地區 首先畫分勢力範圍 
英國 長江流域、西南部分地區 在華利益最廣 
德國 山東及黃河流域 未占藩屬 
俄國 東北、華北、長城以北 勢力範圍最廣 
日本 福建 範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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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又稱「洪楊之亂」，為清末最大的內亂） 

起事 道光 30 年（西元 1850 年）起事於廣西，至同治 3 年（西元 1864 年）敗亡 
建都 南京（後改稱天京） 
制度 1. 經濟：行「天朝田畝」制度，土地公有，計口授田；行「聖庫」制度，財產公

有共享 
2. 思想：洪秀全創「拜上帝會」，搗毀廟宇，詆毀孔、孟思想 
3. 社會：主張兩性平等，禁止蓄妾、纏足等陋習，但徒具形式 

覆亡原

因 
1. 諸王發生內訌 
2. 曾國藩組「湘軍」與太平軍對抗 
3. 洋人協助清廷作戰 

影響 1. 政治：漢人政治地位提高，李鴻章、左宗棠等漢人積極參與朝政 
2. 經濟：長江中、下游嚴重破壞，經濟大受影響 
3. 湘、淮軍成功平亂，使地方的鄉勇團練武力成為晚清國防主力 
4. 民族意識再興，孫文自命為「洪秀全第二」 

 

注意： 

清代使中央權力下降、地方勢力上升的事件：太平天國之亂、八國聯軍後的東南互保運動。 
範例：清朝的「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均為中國境內重大內亂，請問兩者有何相似之處？ 
(A) 均以南京作為叛亂的根據地 (B) 均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許 
(C) 都藉宗教力量吸引群眾   (D) 清廷皆得到外國協助練兵對抗 
 
(C) 
(A) 南京為太平天國叛亂的根據地，義和團的根據地為山東一帶；(B) 僅義和團得到慈禧太

后的默許；(C) 太平天國藉基督教的力量，義和團藉「神明護體、刀槍不入」等為口號；(D) 
僅太平天國得到外國協助練兵對抗，義和團則是因排外而引發八國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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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西化運動 
項目 運動名稱 興起原因 推動者 
器物 
（物

質） 

 
自強運動（洋務

運動）  

英法聯軍、太平 
天國 

1. 中央：奕訢 
2. 地方：曾國藩、左宗

棠、李鴻章 
3. 臺灣：沈葆楨、丁日

昌、劉銘傳 
制度 戊戌變法（百日

維新、康梁變法） 
甲午戰爭 康有為、梁啟超 

孫文革命 甲午戰爭 孫文 
慈禧變法（庚子

後新政） 
八國聯軍 袁世凱 

立憲運動 日俄戰爭 
（ 俄國戰敗） 

康有為、梁啟超 

思想 
文化 

新文化運動 
（全盤西化） 

民初對政治失望 胡適、陳獨秀 

 

範例： 
清廷自覺天朝威望受到嚴重的衝擊，朝野從此覺醒，而有制度改革運動，最主要 是
發生在下列哪一個事件之後？ (A) 甲午戰爭 (B) 中法戰爭 (C) 鴉片戰爭 (D) 
太平天國 
 
(A) 
甲午戰前，中國以為只要學習西方的器物就能夠和西方一樣強盛，直至甲午戰爭 
慘敗，才發現器物的改革只是表面，如果真的要像西方國家一樣富強，必須再由 
制度方面著手，因此出現了「戊戌變法」、「革命運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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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強運動 

自強運動（洋務運動） 
時間 自咸豐 10 年（西元 1860 年）英法聯軍結束，至光緒 20 年（西元 1894 年） 

中日甲午戰爭為止，共計 30 餘年以模仿西法為途徑的運動 
起因 1. 戰亂的衝擊：英法聯軍、太平天國等亂事驚醒中國知識分子，主張「師

夷長技以制夷」 
2. 有識之士的提倡：中央有恭親王奕訢；地方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

等人；臺灣有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等人 
成果 外交 1. 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衛門」辦理洋務 

2. 光緒 2 年，始設駐英大臣 
國防 1. 製造兵器：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造船廠） 

2. 訓練人才：派遣軍官留洋 
經濟 1. 設立「輪船招商局」，經營運輸 

2. 經營鐵路等企業及民生工業 
教育 1. 培養外交與翻譯的人才：設立「同文館」和「廣方言館」 

2. 同治末年派遣留學生赴美留學，是近代留學的開始 
未達

目標

原因 

1. 倡導者識見有限 
2. 缺乏有力而健全的領導 
3. 保守反對者多 
4. 缺少通盤計畫與相互合作 

 
範例：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 

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請問這是對於中國近代歷史中哪一運動的批評？ 

(A) 清代同光時期的自強運動 (B) 清代光緒末年的維新運動 

(C) 清末民初的革命運動   (D) 抗戰前夕的新生活運動 

 

(A) 

由於自強運動的改革重點為國防外交，因此對於國內的民生、文化等方面，都沒 

有加以革新，以致於最後運動終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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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康梁變法） 
背景 光緒 21 年（西元 1895 年）甲午戰敗，列強瓜分危機日迫，許多人開始

主張制度層面的改革 
推動

者 
康有為、梁啟超 

時間 光緒 24 年（西元 1898 年） 
內容 1. 政治：鼓勵臣民批評時政，裁併機構及冗員 

2. 經濟：興辦實業 
3. 軍事：訓練新軍 
4. 教育：要求廢八股文，興辦新式學堂 

結果 因過於激進，且沒有漸進的規畫，遭慈禧太后等守舊派反對而失敗，慈

禧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德宗，慈禧再度垂簾聽政 

範例：科舉考試制度是中國實行已久的選才制度，對中國影響極大，也經常引起討論。 
有一位學者十分推崇科舉考試，他認為這是「先民千年前之大發明」，並且說「科 
舉考試不是壞制度，只是應該改變考試科目，讓考生還能夠學以致用」，請問這位 
學者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 李鴻章 (B) 梁啟超 (C) 孫中山 (D) 林則徐 
 
(B) 
此位學者認為科舉本身仍是可行的制度，有問題的是考試的「八股文」內容，因 
此可以推知此人可能為戊戌變法時，推動廢除八股文的康有為或梁啟超，故答案 
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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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慈禧變法 

慈禧變法（庚子後新政） 
背景 光緒 26 年（西元 1900 年）八國聯軍後，慈禧為收買人心，下詔變法 
內容 1. 政治：改革官制，裁衙門，增設商部、學部 

2. 經濟：振興實業 
3. 軍事：編練新軍 
4. 教育：興學堂、廢科舉，先在光緒 28 年廢八股文，光緒 31 年下令廢

除千餘年的科舉考試 

 
範例：清朝末年的戊戌變法與庚子後新政有許多相似之處，志玲常常分不清楚，於是

特別進行比較，但還是有不少錯誤，請問下列哪一項是不正確的？ 
(A) 戊戌變法是因慈禧反對而失敗；庚子後新政是因慈禧的支持而實施 
(B) 戊戌變法受甲午戰爭失敗刺激而產生；庚子後新政在八國聯軍後進行 
(C) 兩者皆有對考試制度的改革，前者廢除八股文成功，後者廢除科舉 
(D) 兩者皆發生在光緒年間，前者始於光緒 24 年，後者始於光緒 26 年 
 
(C) 
兩者皆有對考試制度改革，但戊戌變法的革新並未成功，八股文直至庚子後新政才宣

告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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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立憲運動 

立憲運動 
起因 日俄戰爭（西元 1904 ∼ 1905 年）後，實施立憲的日本打敗帝制的俄國，

促使清廷推 
動立憲 

結果 宣統 3 年（西元 1911 年）成立「責任內閣」，但成員皆以滿人親貴為

主，因此被譏為「皇族內閣」；清廷改革未具誠意，立憲派對滿清絕望，

轉而支持革命 

 
    11.新文化運動與新生活運動 

項目 新文化運動 新生活運動 
地位 全盤西化運動，將改革推至文化層面 北伐後的民族復興運動 
時間 清末民初 北伐後（西元 1934 ～ 1949 年） 

提出 陳獨秀、胡適等人 蔣中正 

內涵 1. 檢討傳統文化（全盤西化）：批

判儒家 
2. 新思想的引進：民主

(democracy)、科學(science)、共產主

義（對國家傷害大） 
3. 提倡新文學 白話文：胡適（八

不主義）、陳獨秀（國民文學、寫實

文學、社會文學） 

提倡禮義廉恥，改良社會風俗 

貢獻 1. 打破儒家獨尊地位，有助多元文

化形成 
2. 使民主與科學觀念深入人心 
3. 白話文、標點符號流行 
4. 影響學生愛國運動─五四運動 

奠定對日抗戰勝利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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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 華南地區 
 

 

 

 

 
 

 

 

 

 

 

   1.華南地區概述 

項目 內容 

省分 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貴州省、雲南省、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 

氣候 本區大部分氣候溫暖溼潤，分為 3 種氣候類型： 1. 副熱帶季風氣候：位於 23.5°N 

以北 2. 熱帶季風氣候：位於 23.5°N 以南，適合熱帶栽培業，以海南島、雲南的

西雙 版納為代表 3. 高地氣候：以橫斷山脈為代表 

地形 1. 山地、丘陵多，平原較少，以珠江三角洲平原為代表  

2. 三大地形分區：東南丘陵、嶺南丘陵、雲貴高原（石灰岩地形發達） 

海岸 1. 岩岸的谷灣式海岸 

水系 格子狀水系、樹枝狀水系 

經濟發

展 

1. 本區生長季長，適宜發展農業，但農業受到地形崎嶇的限制，故為了增加耕 地

面積，常於丘陵間開闢梯田 2. 經濟作物：丘陵區種茶，平原區種甘蔗 3. 設立經

濟特區，改革開放沿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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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南丘陵：包括福建省及廣東省東部。 

1) 氣候：副熱帶氣候、熱帶氣候。 

2) 地形：山地、丘陵遍布，有「七山一水二分田」、「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 山

脈呈震旦走向（東北─西南走向）。 

3) 海岸：谷灣式海岸─原有谷地沉入海中，形成寬廣的海灣。 

 ．山地、丘陵直逼海岸，海岸曲折。 

 ．港灣眾多，島嶼羅列。 

 ．適宜捕魚、養殖、遊憩等等。 

4) 水系：主、支流接近直角相交的格子狀水系。  

5) 僑鄉：本區山多田少，糧食不足，早期謀生不易，且沿海海岸曲折多港灣， 出

海便利，導致大批人口遷移海外，成為中國主要僑鄉之一，以廣東、福建 外移人

口最多。 

6) 福建土樓：又稱「客家土樓」，起因於當地治安不佳，居民為了防禦外來的 侵

擾，建造土樓，以共同防盜，因形式以圓樓最為普遍，故有「天上掉下來 的飛碟，

地下冒出來的蘑菇」之稱。  

7) 經濟：廈門與漳州、泉州合稱為「福建金三角」、「閩南三市」，是一個經濟 繁

榮、潛力龐大的市場。 

 

 

 

 

 

 

 

 

 

 

 

 

 

 

 

 

 



                                     段考錦囊 隨時隨地為你補充考試重點 
 
 

 

17  

3.嶺南丘陵：指南嶺以南的地區，包括廣東及廣西兩省的大部分地區。 
 1) 氣候：副熱帶氣候、熱帶氣候。 
 2) 地形：以丘陵為主，珠江三角洲位於廣東省境內，是華南地區最大的平原， 由   
    西江、北江、東江沖積而成。  
 3) 海岸：谷灣式海岸。  
 4) 水系：密而完整的樹枝狀水系。  
 5) 廣西盆地：陽朔、桂林石灰岩地形（又稱喀斯特地形、溶蝕地形）發達，有 「江 
    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之稱。  
 6) 基塘農業（桑基魚塘），水陸互養的能量循環耕作概念。 

．透過基上種桑，桑葉餵蠶，蠶沙（或蛹）養魚，塘泥（含魚糞）肥基以植 桑   

  的過程，形成良性的生態循環，主要分布於珠江三角洲一帶。 

．「 基」依種植作物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稱，例如：植桑養蠶稱為「桑 基」， 

  植甘蔗稱為「蔗基」，植果樹則稱為「果基」。 

．近年來因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政策，逐漸將基塘填土，改建成為工廠和住宅 用 

  地。 
    7) 經濟：中國實施改革開放，設立經濟特區及開放沿海城市，廣東的珠江三角 洲 

    一帶（深圳、珠海、廣州、香港等地）即為發展地區。 

4. 雲貴高原 
     1) 東邊為高原地形，西邊為滇西縱谷。 

             2) 氣候：熱帶高地氣候。 
             3) 貴州境內由於地殼上升，河流長期切割地面，使原本不平坦的高原表面更加崎   
               嶇破碎，因而有「地無三里平」之說。 
             4) 石灰岩地形：分布於貴州、雲南、廣西等地，特殊景觀包括峰林、地下洞穴和 
              地下河等等。 
             5) 石灰岩地形中，有些地面石骨嶙峋，參差不齊，雨水和土壤由裂縫滲漏到地下，  
              所謂「水在地下流，禾在田中死」，嚴重影響農業發展。  

              補充：石灰岩地形的特色： 
○1 天無三日晴：高溫多雨的環境。 
○2 地無三里平：地形崎嶇破碎。 
○3 人無三兩銀：農業發展受限。 
○4 是中國重要的觀光資源。 

 6) 華南地區因地形崎嶇，阻隔了交通的往來，故中國有超過半數的少數民族分  
   布在此區，主要為廣西、貴州、雲南 3 省。 
 7) 雲南境內：為本區地勢最高的部分，其中地低處多因斷層及河流沖積作用形  
   成的山間盆地（河谷盆地），當地俗稱「壩子」，農業發達、人口集中，為此 區  
   的精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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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滇西縱谷 
   氣候和植被景觀呈垂直分布，因氣候條件特殊，原始森林與植物種類豐 富， 
   雲南是全國植物種類最多的省分，有「植物王國」之稱。有「一山有四季，十 
   里不同天」的形容。平地種植稻米，山地種植玉米，經濟作物則以茶為主。西 
   南林區珍貴樹種多，以開採柚木、檀木為主。因本區地形高度落差大，為中國 
   水力開發最有潛力之處。 
 9) 橫斷山脈：分布於雲貴高原西側。 
   縱谷地形：山脈南北走向，山脈與山脈之間有南北向的河川。由於一山一河平   
   行排列，高山深谷難以渡越，阻斷東西交通，而有「溜索」、「竹橋」等輔助當 
   地居民渡河的工具。天然植物與氣候隨高度而變化，有垂直分布的特性。 

 
 

 

 

 

 

 

 

 

 

 

 



                                     段考錦囊 隨時隨地為你補充考試重點 
 
 

 

19  

 【地理】  華中地區 
 

 

 

 

 

 

 

 

 

1. 華中地區概述： 

項目 內容 
省分 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上海市、

重慶市 
氣候 副熱帶季風氣候：位於 25°N ∼ 35°N 之間 

1. 1 月月均溫 0℃以上 
2. 7 月月均溫 28℃左右 
3. 多盆地地形，氣候溼熱 

地形 1. 四川盆地 
2. 長江中、下游湖盆低丘區： 
(1) 兩湖盆地 
(2) 鄱陽湖盆地 
(3) 江南丘陵 
3. 長江三角洲地區 

經濟

發展 
1. 糧食作物：平原區集約稻作 
2. 經濟作物：丘陵區種茶，四川盆地、太湖流域生產蠶絲，湖北、江蘇

種棉花 
3. 長江三角洲是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區，上海為最大的工商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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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四川盆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 

      1) 地形：東邊為盆地地形，西邊為高原地形（屬於青藏高原的東緣）。  

  2) 氣候：副熱帶氣候，因盆地地形及北方高山屏障阻擋冷風南下的影響，形成  

                 夏熱冬暖的天氣型態，比長江中、下游地區溫暖。 

         3) 盆地受到河川切割的影響，地形崎嶇，重慶是著名的「山城」。  

            4) 礦產：該區為沉積地形，礦產豐富，產煤礦、石油、天然氣、井鹽等等。  

          5) 紅盆地：因高溫多雨，盆地內除了成都平原外，丘陵散布，周圍山地的砂岩  

                和頁岩，經過風化作用，土壤顏色偏紅，故有「紅盆地」之稱。  

      6) 天府之國：四川盆地由於物產豐饒，自古即有「天府之國」的美譽。 

3.兩湖盆地： 

兩湖指湖北、湖南兩省，原是古時遼闊的「雲夢大澤」分布區。湖北因湖泊多，

而有「千湖之國」的稱號。  

1) 湖北：江漢平原，由長江和漢水沖積而成。 

   洪患：荊江曲流造成河川氾濫成災，以江漢平原影響最大。 

補充：荊江：長江出三峽進洞庭湖前段稱為荊江，即為由湖北的枝江到湖南的城 

陵 磯的河段。曲流整治辦法：拉直（截彎取直）、築堤、分洪（築疏洪道）、三

峽大壩（發電、防洪）。 

 

  2) 湖南：洞庭湖平原。 

 ．匯集湘江、資水、沅江、澧水四大河川之水，屬於向心狀水系。 
 ．因長江泥沙大量流入，淤沙嚴重，且沿湖地區人工大量圍湖造田，使湖底日漸 
   淤淺。 

       ．面積縮小，水土保持為此區重要的環境保育工作。 
       ．湖泊具有調節氣候、蓄洪的作用，但因過度開發，造成河湖淤沙嚴重、蓄水功 
         能變差，使水患加劇，近年採「退耕還湖」政策，以減少水患。 

 

補充：水利工程： 

1. 長江三峽大壩：位於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西元 1993 年開始興建，為世界上

最大的水利工程，主要效益包括防洪、發電、給水、航運等等，但也造成了生態

環境的改變。  

 

2. 葛洲壩：位於長江三峽西陵峽的出口，宜昌以西之處，具有航運、發電、 防洪、

旅遊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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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南丘陵 

 1) 地形：大多以丘陵地形為主，山脈呈東北─西南走向。 

 2) 氣候：冬季氣溫由長江上游向下游遞減，但靠海處溫度略微上升，夏季則普 

               遍炎熱，廬山因地勢較高，較為涼爽，成為著名的避暑勝地。 

             3) 中國茶鄉：龍井、祁門、屯溪等地。 

 

5.長江三角洲 

 1) 海岸：沙岸為主，平原廣大。  

 2) 水鄉澤國：地勢低平、河渠縱橫、湖泊密布，形成長江三角洲湖泊與水道密  

     布的獨特風貌。  

 3) 農業 

   因乾季明顯，故內陸種棉，靠海地區發展鹽田。 

   因地勢低平、沖積土壤肥沃，自然環境優越，物產豐饒，平原區種稻、麥，河 

       渠旁種桑養蠶，是重要的糧食作物種植區，有「魚米之鄉」之稱及「蘇常熟， 

   天下足」的說法。 

 4) 經濟：為中國經濟最繁榮、產業最發達的心臟地帶。由上海、寧波、杭州形 成  

       的長三角地區，是中國經濟發展相當快速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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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法律的概念 
  1.社會規範 

項目 主要內容 

法律 有強制力，違反時會受到公權力的處罰 

風俗習慣 無強制力，違反時不一定會受到處罰 

倫理道德 

宗教信仰 

 
          2.法律的概念 

項目 主要內容 

功能 1. 保障人民權利：如《憲法》、《民法》中規定保障人民的自由、財產 

2. 維持社會秩序：如《社會秩序維護法》規範人民行為的限度 

3. 促進社會進步：如《全民健康保險法》、《家庭教育法》、《菸害防治

法》等等 

制訂流程 立法委員提案（五院均可依職權提案）→立法院審查→交付大會討論（二

讀和三讀）→三讀通過→公布（總統收到 10 日內公布）→各行政機關執行 

位階 《憲法》（最高） 法律 命令（最低） 

制訂機關 制憲國民大會 立法院 各行政機關 

別稱 無 法、律、條例、通則 規程、規則、綱要、標

準、細則、辦法 

特色 1. 國家根本大法 

2. 原則性、固定性、最

高性 

實現《憲法》內涵 1. 補充法律的規定 

2. 可分為職權命令、授

權命令 

解釋 《憲法》、法律與命令在適用上產生問題時，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 

分類 《憲法》、《民法》類、《刑法》類、行政法、《民事訴訟法》、《刑事

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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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 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1. 人民的權利 

項目 主要內容 

平等權 《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

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主要保障立足點、實質、發展基礎、機會的平

等 

自由權 重要性 規定最多，是判斷國家民主程度的標準 

人身自由 又稱人身不可侵犯權，除現行犯，不得任意逮捕、審問、

拘禁人民 

居住遷徙自由 無搜索票不得無故進入、搜索民宅，以及得自由往來各

地的權利 

意見自由 言論、著作、出版、講學等自由 

宗教自由 國家不得設立國教，各種宗教自由發展，人民有選擇信

仰與不信仰的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 短暫結合稱為集會，受《集會遊行法》規範；長期結合

稱為結社，受《人民團體法》規範 

祕密通訊 自由不得非法監聽或監看他人的通訊 

受益權 意義 人民可以向政府請求給予的權利 

經濟上 1. 生存權保障，如低收入戶補助 

2. 工作權保障，如參加職業訓練 

3. 財產權保障，如私人財產不受非法侵害 

行政上 1. 請願：請求政府滿足人民的需要 

2. 訴願：人民權利受到行政機關侵害，可向其上級機關

提出訴願 

司法上 可進行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訴訟 

教育上 接受國民教育，是權利也是義務 

參政權 選舉 選出公職人員或民意代表，或擔任候選人 

罷免 罷免所選出的不適任官員 

創制 創設法律的權利 規範在《公民投 

票法》當中 複決 廢除或保留法律的權利 

應考試 可參加國家考試，或擔任公務人員的權利 

服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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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權利的限制 
1. 防止妨害他人自由：如綁架別人觸犯《刑法》。 
2. 避免緊急危難：如 SARS 期間，政府宣導人民在公共場合戴上口罩。 
3. 維持社會秩序：如《集會遊行法》，集會遊行前須向行政機關申請。 
4. 增進公共利益：如拓寬馬路時向人民徵收土地。 

 

         2.人民的義務 

項目 主要內容 

納稅 國家建設經費的來源，但只能用法律條文《租稅法》來

規定，一但違反納稅義務，須負行政責任，政府有權處

以罰鍰或對財物強制徵收 

服兵役 為保障國家安全，因此法律規定 18 ∼ 36 歲間男子有服

兵役義務，另外尚有志願役與替代役兩種方案，若一旦

違反兵役義務，可依照《兵役法》與《妨害兵役治罪條

例》處以刑事責任（徒刑、拘役或罰金） 

受國民教育 是權利也是義務，若兒童到達學齡年紀，父母或監護人

沒將兒童送至學校接受國民教育，須負行政責任並依

《強迫入學條例》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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