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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隨堂測驗第四回 

林瑋 老師提供 

一、選擇題 

（ ）1. 關於我國婦女保障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112 身特) 

(A)我國憲法第 134 條規定，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其辦法以法律定之 

(B)立法委員選舉政黨不分區的推薦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保障名額 

(C)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8 條規定，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其婦女當選人少於應行

當選名額時，應將婦女候選人所得選舉票單獨計算，以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 

(D)我國至今尚未具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的施行法。 

（ ）2. 人權概念源於自然法，強調天賦人權，隨著歷史演進，人權概念有所轉變與發展。下

列何者不在早期天賦人權的範圍內？ 

(A)生命 (B)財產 (C)自由 (D)和平。 (112 身特) 

（ ）3. 人們被保障的自由或是權利，可以被歸類到不同的類別裡，例如公民權或是社會權等。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民權」的保障範圍？ 

(A)參政 (B)集會結社 (C)生存 (D)言論。 (112 身特) 

（ ）4. 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人類最早是在那一個發展階段，會對政治領袖或政府機構等，

產生較為抽象及概括性的認識？ 

(A)嬰兒階段 (B)幼年階段 (C)青春期階段 (D)成年階段。(112 轉任) 

（ ）5. 從人權的角度來看，「亞洲價值」的相關辯論，不包括那些內容？ 

(A)人權強調個人權利  

(B)自由主義的人權觀是特定文化的產物 

(C)民主制度是保障人權的最佳制度 

(D)人權概念已從最早的公民權發展至第三代人權的概念。  (112 轉任) 

（ ）6. 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阿蒙（Almond）與佛巴（Verba）所提出之地域型（parochial）

政治文化的特徵？ 

(A)所屬社群中社會分工不明顯，沒有專門化的政治角色 

(B)社群成員認知政治體系的存在，但不太參與政治過程 

(C)社群成員自己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能力 

(D)社群成員信任政治體系之輸出，對其採取消極態度。  (112 轉任) 

（ ）7. 1990 年代政治文化再度受到政治學者重視與研究的主要背景是： 

(A)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脫離殖民成為獨立國家 

(B)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義大利、德國等國之代議民主制度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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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民主化 

(D)印度與巴基斯坦分治。   (112 轉任) 

（ ）8. 有關政治文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在一個國家中不同族群、宗教或地域團體，其政治文化可能存在差異性，形成次

級政治文化 

(B)政治文化可區分為主文化與次文化，主文化若不整合次文化，將形成對政治體系

的挑戰 

(C)即使在代表中下階層的政黨，真正積極參與政治者仍以少數精英份子為主 

(D)地域型政治文化的民眾雖瞭解其為社會的公民，也會留意政治，但多屬以被動方

式參與政治。    (112 轉任) 

（ ）9. 對於平等權的詮釋與理解，下列那一種評論最可能錯誤？ 

(A)對社會弱勢族群提供特別保護違反當代平等權的概念 

(B)強調人們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 

(C)存有「絕對平等」與「相對平等」的爭論 

(D)屬於人民的基本權利。   (112 普考) 

（ ）10. 下列那些權利概念或主張與「墮胎」的相關辯論無涉？ 

(A)基於身體自主權女性有選擇墮胎的自由 

(B)反對墮胎者認為墮胎是謀殺行為 

(C)反對墮胎者認為胚胎具有生命權 

(D)胚胎為懷孕女性之財產。   (112 普考) 

（ ）11. 年少時經歷過威權統治的父親與成長於民主時期的孩子，對政治議題有不同的看法。

下列何項政治社會化理論，最適合解釋父親與孩子的差異？ 

(A)終身持續模型（lifelong persistence model） 

(B)終身開放模型（lifelong openness model） 

(C)生命週期模型（life-cycle model） 

(D)世代模型（generational model）。   (112 普考) 

（ ）12.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提出的亞洲價值論，對於下列何種理論構成反駁？(112 原特) 

(A)三權分立論 (B)普世人權論 (C)私有財產論 (D)福利國家論。 

（ ）13. 關於「政治文化」概念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具有相當程度的集體性  

(B)後物質主義最容易在發展中國家出現 

(C)政治文化通常是由魅力領袖個人所造成的 

(D)政治文化等同一般文化。   (112 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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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有位學者認為配偶的政治傾向在婚後不會受對方的影響而改變，這位學者的主張最適

合下列何理論來說明？ 

(A)終生持續模型（lifelong persistence model） 

(B)生命週期模型（life-cycle model） 

(C)世代模型（generational model） 

(D)終生開放模型（lifelong openness model）。  (112 原特) 

（ ）15. 有人說：「人啊，年輕時就應該想著如何改革社會，年老時就該想著如何能過著安穩

的生活。」下列何種政治社會化理論，最適合解釋這一段話？  

(A)終生持續模型（lifelong persistence model）   

(B)終生開放模型（lifelong openness model） 

(C)世代模型（generational model）  

(D)生命週期模型（life-cycle model）。   (111 地特) 

（ ）16. 關於政治社會化與傳播媒體之間的關係，下列何者錯誤？  

(A)大眾媒體的角色是當代關於政治社會化辯論的焦點  

(B)大眾媒體不可能成為國家的宣傳機器  

(C)網路平台已經成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媒介  

(D)同溫層效應是網路時代下政治社會化的新現象。  (111 地特) 

（ ）17. 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下列何者的重要性比較低？  

(A)學校  (B)經濟體制  (C)同儕團體  (D)家庭。 (111 原特) 

（ ）18. 人權演進的過程是： 

(A)財產權→參政權→社會權  (B)參政權→財產權→社會權  

(C)社會權→財產權→參政權  (D)參政權→社會權→財產權。 

（ ）19. 下列何者和政治文化無關： 

(A)正當性  (B)政治效能感 (C)社會資本  (D)生命週期。 

（ ）20. 研究發現，政府若修改教科書內容會對政治態度造成影響。這是哪個模型的理論： 

(A)終生持續模型 (B)終生開放模型  (C)世代模型  (D)生命週期模。 

 

二、解釋名詞（麻煩同學以考試用紙書寫，每題在 3-5 行內解釋完畢） 

1. 社會資本 

2. 政治效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