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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隆 市 東 光 國 小 1 1 1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六 年 級 社 會 領 域 第 二 次 定 期 評 量 

六 年  _ _ _ 班座 號： _ _ _ _ _  學 生 姓名 ： _ _ _ _ _ _ _ _ _ _ _  家長 簽章 ： _ _ _ _ _ _ _ _ _ _   得 分： _ _ _ _ _ _ _ _  

分 數 組 距 統 計 100 分：        人 99-90 分：       人 89-80 分：       人 79-70 分：       人 69-60 分：       人 59 分以下：     人 
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24分 

(  )1. 下列對於基本人權的看法，哪一項是正確的？  

①人們不需了解人權內容 ②貧困的人人權不受

保障 ③人權內容因國家不同而有差異 ④人權

不因性別而不同   

(  )2. 「五月一號是屬於小芝所屬族群的節日，小芝在當

天參加了遊行，為爭取自身的權益發聲。」依上文

判斷，小芝具有下列哪一種身分？  

①官員 ②勞工 ③教師 ④兒童  

(  )3. 現在仍有許多國家弱勢兒童的基本人權亟需改

善，如果政府無力解決，請求下列哪一個國際組織

協助較適合？  

①世界衛生組織 ②無國界醫生 ③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 ④綠色和平組織   

(  )4. 臺灣人民可收看或閱讀多元化的節目與出版品，與

下列哪一項有關？  

①有投票的自由 ②有發表言論的自由 ③有宗

教信仰的自由 ④有選擇居住地的自由  

(  )5. 下列哪一種做法對國際地位的提升沒有幫助？  

①以武力解決問題 ②尊重不同種族的文化 ③

關懷弱勢族群 ④關注社會議題   

(  )6. 各國人民表達「美」的方式不同，下列哪一個種族

的人認為女性要在脖子套上金屬圈，且愈多愈美

麗？  

①臺灣 達悟族人 ②紐西蘭 毛利人 ③非洲 摩爾

西族人 ④泰國 克倫族人   

(  )7.  下列哪一個是各國政府保障人權最基本、有效的

方式？  

①聽從國際組織的指令 ②立法與制定相關政策 

③請求他國協助 ④要求民間團體提出行動方案 

(  )8. 臺灣在日本發生 311大地震後積極提供協助，是

發揮下列哪一種精神的表現？  

①尊師重道 ②隨遇而安 ③公平正義 ④社會

關懷  

(  )9. 「西元 2011 年上映的姊妹，這部電影講述一名女

大學生因看不慣美國社會長期對黑人女傭的歧視

現象，而決定將這些女傭的遭遇寫成書，向大眾

揭露這種不公平的待遇。」請問，這部電影探討

的人權議題和下列哪一個社會運動相同？  

①林獻堂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②美

國勞工發起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 ③民國 79

年部分大學生發起「野百合學運」要求解散國民

大會 ④曼德拉發起「反對種族隔離運動」 

(  )10. 「在維護婦女人權方面貢獻良多，如制定消除對

婦女暴力國際日、增設促進性別平等和增強婦女

權能署等。」上文介紹的是哪一個國際組織？  

①綠色和平組織 ②聯合國 ③阿彌陀佛關懷中

心 ④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  )11. 國際勞工公約的主要宗旨內容是什麼？  

①改善勞工的就業環境 ②延長勞工的工作時數 

③管控各國的勞工人數 ④增加勞工休閒娛樂的

管道   

(  )12. 下列哪個不是響應世界地球日的做法？  

①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②大量使用非再生能源 

③維持生物多樣性的生態體系 ④維護乾淨的水

源   

二、閱讀理解題：請就下列的提問或敘述，在正確的答案□

裡打ˇ，每答 1分，共 76分 

1. 國小六年級的咪咪最近經常缺課，經重視兒童基本人權

的大勇老師調查後發現，咪咪的爸爸強迫她到工廠工

作，如果她不聽話，還會被打罵，甚至不讓她吃飯。 

甲、下列有關咪咪基本人權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①咪咪能夠賺錢養家，表示她的人權沒有被忽視。 

□②咪咪被強迫工作的遭遇屬於童工問題。 

□③如果咪咪自己也不愛上學，她的受教權就不算被 

    侵犯。 

□④虐待咪咪的行為，已侵害她的生存權。 

□⑤老師須聯絡相關單位，以強制咪咪的爸爸讓她回 

    學校上課。 

 

乙、下列哪些較有可能是大勇老師向學生宣導的兒童人

權觀念？ 

□①聯合國制定兒童權利公約，規定兒童必須受特別 

    保護。 

□②18歲以下的人都是兒童權利公約保障的對象。 

□③兒童被禁止使用行動電話。 

□④父母不可以要求兒童做家事。 

□⑤兒童只能聽從師長命令，不可以表達意見。 

2. 位於東南亞的緬甸曾經長期被殖民，雖然於西元 1948

年脫離英國的統治並獨立，後來卻遭到緬甸軍政府高壓

統治。軍政府為鞏固統治權，不但強迫許多童兵上戰

場，還時常隨意逮捕與他們意見不同的人，施以酷刑虐

待。 

□①緬甸軍政府要求兒童上戰場的做法，已嚴重侵害 

    到兒童的人權。 

□②只有動亂地區才可能發生兒童人權受損的情 

    形，先進國家不會有類似問題發生。 

□③為了避免兒童遭到忽視、剝削和虐待，聯合國因 

    此頒布了兒童權利公約。 

3. 西元 2019 年 9 月 20 日，位於南太平洋的吉里巴斯共和

國正式與臺灣斷交，並迅速與中國大陸建立邦交，截至

2019 年 10 月為止，我國的邦交國僅剩 15 個。 

吉里巴斯共和國是一個人口只有 11 萬人左右的珊瑚礁

島國，由於自然資源匱乏，大部分地區仍維持自給自足

的原始經濟，並強烈依賴他國給予外援，因此被聯合國

列為世界不發達的國家之一，近幾年，隨著○○○○○

情形日益嚴重，使其有限的國土面積持續縮減，國家發

展面臨威脅。 

吉里巴斯共和國於西元 2003 年與臺灣建交，邦交期間

我國給予吉里巴斯共和國多種援助，如農業、醫療等。

面對援助多年的邦交國毫無預警宣布與我國斷交，不免

令在外交前線奮鬥的人員感到錯愕與無奈，也更讓政府

警覺臺灣在國際社會的劣勢，並促使政府思考如何扭轉

這種局面。 

 
(１)下列哪一個較適合做為這篇短文的標題？  

□①臺灣的外交困境。 

□②吉里巴斯共和國的外交發展史。 

 

 
✿請翻面繼續作答，加油! 



 2 

(２)短文中的○○○○○填入哪一項較適合？  

□①臭氧層破洞。 

□②海平面上升。 

 
(３)吉里巴斯共和國選擇與臺灣斷交，主要因素可能是

什麼？  

□①我國意圖侵占吉里巴斯共和國的石油資源。 

□②中國大陸利用「金援外交」手段威逼利誘。 

 
(４)臺灣人李宜龍曾運用自己的專長，擔任外交替代役

前往吉里巴斯共和國，協助該國改善哪方面的技術？  

□①漁業。 

□②醫療衛生。 

□③農業。 

□④資訊科技。 

 
(５)下列哪些較可能是造成吉里巴斯共和國經濟發展落

後的因素？ 

□①珊瑚礁島嶼的土壤貧脊，不利農業發展。 

□②長期仰賴外國援助，缺乏經濟自主實力。 

□③當地居民受到傳統宗教影響，堅持過著簡樸守舊的

生活。 

4.  從下方報導內容所呈現的社會現況敘述，正確的在□裡 

    打ˇ： 

     
    □①該國以宗教為由，限制婦女日常生活行為。 

    □②女性工作能力受肯定，在政壇有傑出表現。 

    □③女性與男性都享有公平的參政權利。 

    □④婦女教育程度低落，對社會發展較無貢獻。 

5.  出生於德國的菲利斯(Felix Finkbeiner)，在他 9 歲那年看 

   了環保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後，想出「種樹救地 

   球」的計畫，希望藉由植樹幫地球吸收過多的二氧化碳， 

   緩和地球急速暖化的現況，因此，他立下在各國都種 100 

   萬棵樹的願望。 

  透過學校及媒體的宣傳，愈來愈多人加入菲利斯的行 

   動。西元 2008 年，他受邀到 UNEP 國際兒童與青年環境 

   大會上，面對來自全球各地的兒童、青年進行演講，以 

  「能改變未來的時機，只有現在」為口號，呼籲全球兒童 

   與青年一同響應種樹行動，並創辦「種樹救地球」 

   (Plant-for-the-Planet)組織，培訓多位種樹大使，與來自 

   世界各地的有志之士交流種樹的想法及理念。在「種樹 

   救地球」活動開始的第三年，德國已達成種下 100 萬棵 

   樹的目標。 

  西元 2018 年，「種樹救地球」組織與 UNEP 發起「全球兆 

   樹計畫」，宣示要在 25 年內植樹 1 兆棵，引起世界各地 

   廣大迴響。在臺灣，新北市政府也率先響應「全球兆樹 

   計畫」，與民間單位合作，在公園種下多棵樹木，一同為 

   減碳努力。 

  這場由菲利斯帶動的全球性種樹運動至今仍未停息，菲 

   利斯與組織成員們持續為守護地球環境貢獻心力。 

   (１)在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中，美國前副總統高爾以演  

   講的方式向大眾闡述地球暖化帶來的影響，受到該部紀 

   錄片啟發的菲利斯較可能在影片中看到哪些地球暖化帶 

   來的環境危機？  

   □①冰河融化。 

   □②海平面上升淹沒土地。 

   □③水災、旱災頻傳。 

   □④北極熊數量暴增。 

 

   (２)菲利斯大力提倡「種樹救地球」，是因為林木能夠吸  

   存哪一種溫室氣體，改善地球暖化問題？ 

   答：(           )(2分) 

 

   (３)長期支持菲利斯種樹行動的 UNEP 是國際官方組織 

   UN 設立的專門機構，成立宗旨為「在不犧牲下一代的生  

   活品質條件下，指導與鼓勵國家和人民在環保議題方面 

   建立合作關係。」請問，UN 的代表標誌是下列哪一個？ 

   

  ② ①  

 
 
   (４)新北市政府動員群眾響應「全球兆樹計畫」，較可能  

   帶來下列哪一個影響？ 

   □①提升臺灣的國際知名度。 

   □②其他參與國家成為臺灣的邦交國。 

 

   (５)除了投入植樹行動，在日常生活中採取哪些做法也有  

   助於「減碳」？  

    

 

 

  

  

  

  

  

①選擇食用當地、 

當季的作物 

②搭乘大眾交通運 

輸工具 

③不使用的電器拔 

掉插頭 

④垃圾集中丟棄不 

分類 

⑤不搭電梯改走樓 

梯 

⑥在水龍頭裝設省 

水器 

  

 
 

 ✿請翻面繼續作答，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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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元 2021 年是世界地球日 51 週年，世界地球日在每一  

    年都會有不同的主題，西元 2021 年的主題為「修復地 

    球（Restore Our Earth）」，為了因應這個主題，臺灣地球 

    日也列出了幾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事。 

    例如： 

    1. 可以多觀看環保議題的影片。 

    2. 有時間就和朋友去參加淨灘的活動。 

    3. 到二手書店購買書籍。 

    4. 外出用餐時，自己攜帶環保餐具。 

    5. 關切與環保相關的新聞或議題。 

    6. 選擇對環境不會造成汙染的產品。 

    7. 外出時盡量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8. 洗澡時，盡量以淋浴來代替泡澡。 

    9. 沒有用到的電源，隨手關閉。 

    10. 平時就要將垃圾分類確實做好。 

    11. 不要浪費水資源，可以使用洗米水沖馬桶。 

    12. 將家裡用不到的衣物或用品捐贈給有需要的團體。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從日常生活中多付出一點關心，一  

    起愛護我們的地球！ 

 

    (１) (  )西元 2021 年是世界地球日第幾週年？ ①49  

    週年 ②50 週年 ③51 週年 ④52 週年 

 

    (２) (  )西元 2021 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題為下列哪一  

    個？ ①綠色世紀 ②珍惜地球 ③修復地球 ④善   

    待地球 

 

    (３)外出旅行時，我們選擇怎樣的交通方式，才是愛護  

    地球的行為？  

    □①自行開車。 

    □②搭乘火車。 

    □③搭乘公車。 

    □④搭乘捷運。 

 

    (４)下列哪些方式不會浪費我們的水資源？ 

    □①以沐浴取代泡澡。 

    □②用洗菜及洗米水澆花。 

    □③洗手搓肥皂時關水。 

    □④和同學玩水球。 

 

    (５)下列哪些行為是愛護地球的行為？ 

    □①外出用餐時自己攜帶環保碗筷。 

    □②特別關注環保相關的新聞。 

    □③將冷氣一直開啟保持涼爽。 

    □④洗澡盡量使用盆浴。 

 

    (６)下列哪些是響應世界地球日的做法？  

    □①發展綠色能源。 

    □②為所有人提供安全與永續的生活空間。 

    □③維持多樣性的生態體系。 

    □④維護乾淨的水源。 

 

    (７)下列哪些是世界地球日所實踐的 SDGs？  

    □①淨水與衛生。 

    □②可負擔能源。 

    □③永續城市。 

    □④陸地生態。 

 

 

    (８)承上題，關於 SDGs 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①大致可分為社會進步、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三 

    大面向。 

    □②包含了 17 項目標和 169 項細項目標。 

    □③是各國領袖在西元 2000 年時，於聯合國共同發布。 

    □④是為了延續千禧年發展目標所設定。 

 

    (９)承上題，下列哪些是實踐與落實 SDGs 的行為？   

    □①響應世界地球日。 

    □②關心難民的議題。 

    □③捐贈食物給台灣食物銀行協會。 

    □④關注醫療、教育等議題。 

 

 

 

 

 

 

 

 

 

 

 

 

 

 

 

 

 

 

 

 

 

 

 

 

 

 

 

 

 

 

 

 

 

 

 

 

 

 

 

 

 

 

 

 

 

 

 

 

 

 

 

 

 

 ✿請檢查完再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