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REGENTS HIGH SCHOOL EXAMINATION

美國歷史和政府

僅限用於2006年6月20日(星期二) —下午1時15分至4時15分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以工整字跡在上方直線上填寫你的姓名和學校名稱，然後翻到本考題本的最後
一頁，即第I部分的答題紙。請沿著虛線把最後一頁折疊起來，慢慢地小心地將答題紙
撕下，然後在你的答題紙上填寫各項擡頭。現在你要在申論題考題本内每頁的擡頭上
以工整字跡填寫你的姓名和學校名稱。

本考試共有三個部分。你必須回答每一部分的所有題目。請用黑色或深藍色的水
墨原子筆回答考題。

第I部分包括50道選擇題。請將答案記錄在另外一張答題紙上。

第II部分包括一道以主題為主的申論題。從本考題本的第一頁起開始回答該申論
題。

第III部分是基於幾份文件：

第IIIA部分包含各種文件。每篇文件後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問題要回答。在
本考題本中，請將你對每個問題的答案寫在該題之後的直線上。請務必在這部分
的第一頁上填寫你的姓名和學校名稱。

第IIIB部分包括一道基於文件的申論題。請將你對本題的答案寫在申論答題
本中，請從第7頁開始作答。

在本次考試結束後，你必須在第I部分的答題紙上簽署聲明，表明你在考試前沒
有非法得到本考試的試題或答案，或在考試中沒有給予或接受過任何的幫助。你如果
不簽署本聲明，你的答題紙將不會被接受。

在本考試中，嚴禁使用任何形式的通訊工具。如果你使用了任何的通訊工具，無
論使用多久，你的考試都將無效，並且不會得到任何的分數。

未經指示請勿打開本考題本。

Regents in U.s. HistoRy and goveRnment
Regents in U.s. HistoRy and goveRnment

CHINESE EDITION
U.S. HISTORY & GOVERNMENT

TUESDAY, JUNE 20, 2006
1:15 to 4:15 p.m., only



U.S. Hist. & Gov’t.–June ’06	 [2]	

第I部分

請回答本部分的所有問題。

答題說明(1–50):根據每一個陳述或問題，在所給答案中選擇最恰當的詞或語句，並在另外的答題紙
上寫下代表該答案的編號。

 1 對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山谷的開發而言，能
將新奧爾良納入為路易斯安那購地的一部分被
認定是很重要的，這是因為這個城市

(1) 提供保護以免受到西班牙人的攻擊
(2) 為河谷農場提供移民勞工
(3) 作為美國農產物的港口
(4) 作為國家的文化中心

 2 在殖民地時期，英國國會使用重商主義以便

(1) 限制在美洲的製造業
(2) 防止對王室政策的批評
(3) 否認殖民地居民的代表制
(4) 強迫殖民地居民去英國國教的教堂參加禮

拜

 3 《五月花號公約》和維吉尼亞州市民會議都是
下列哪個的例子

(1) 殖民地時期婦女的公平機會
(2) 邁向代表制的政府
(3) 殖民地居民和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之間的

經濟協議
(4) 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美國人的限制

 4 《獨立宣言》和《人權法案》的一個相似之處
是兩者

(1) 提供具有三個不同分支的政府
(2) 討論了殖民地對君主制的苦衷
(3) 強調個體自由的重要性
(4) 批評奴隸制的實踐

 5 哪個標題能最好地完成下列不完整的綱要？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代表制

B. 奴隸貿易

C. 徵稅

D. 總統選舉

(1) 美國革命戰爭的起因
(2) 《巴黎條約》的條款，1783年
(3) 憲法第十修正案中的保護
(4) 在憲法大會中的妥協

	 6 法國啟蒙運動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男
爵稱讚英國的政治制度，因為它劃分了君主和
議會二院之間的政府力量。

 美國憲法中的哪一項原則顯示了制憲者同意孟
德斯鳩的觀點？

(1) 權力的劃分
(2) 聯邦至高性
(3) 默許的權力
(4) 正當法律程序

	 7 哪一個標題說明了司法審查的用途？

(1)	 “國會通過人權法案”
(2) “大會委員會接觸以最後確定預算”
(3) “紐約州的重新分配計劃被判定為不符合憲	

	 	 法”
(4) “總統與俄羅斯簽署了《限制戰略武器條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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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哪個陳述是聯邦制度的一個例子？

(1) 內閣成員由總統任命。
(2) 稅收法案必須經由眾議院提出。
(3) 國家政府鑄造錢幣，但州政府不能鑄造。
(4) 總統能就條約交涉，但參議院有權批准條

約。

10 憲法第一修正案主要針對於

(1) 各州的權利
(2) 財產權
(3) 被告人的權利
(4) 自我表達的權利

11 亞力山大•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提出
國家銀行的一個主要理由是

(1) 改善美國政府的經濟地位
(2) 幫助州政府收稅
(3) 使小型農場場主能取得貸款
(4) 減少在美國的海外投資

12 在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任期
間，政黨分贓制導致

(1) 各州使聯邦法律作廢
(2) 民選官員以政府工作來獎賞他們的支持者
(3) 所有的自由男性皆被賦予投票權
(4) 聯邦政府政治腐敗的結束

請根據下圖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題第8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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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gar B. Wesley, Our United States: Its History in Maps,
Denoyer-Geppert ( )

6
1

	 8	 圖表中顯示的系統是按照聯邦條款來開發是為了

(1)	劃分從效忠派人士所取得的土地
(2)	替西北部領土提供一個有序的開發系統
(3)	將原住民印第安人遷移至阿帕拉契山脈以西領土
(4)	隨國家的發展而擴展奴隸制



13 1848年的塞尼卡·福爾斯會議(The	Seneca	Falls	
Convention)主要是關於

(1) 在所有州内終止奴隸制
(2) 減少酒精性飲料的消費
(3) 改進對精神病患的治療
(4) 擴大婦女的權利

14 內戰期間北方經濟的迅速發展是受刺激於

(1) 國防工業的免稅
(2) 移民人數的減少
(3) 政府增加了對許多產品的需求
(4) 被奴役的人填補了工業的工作

15 在重建時期所採取的憲法修正是為了

(1) 為非裔美國人提供法律和政治權利
(2) 終止在投票權上的財產和宗教資格限制
(3) 修正選舉團制度的問題
(4) 限制總統任期的任數

16 “大企業的成長只是適者生存。美國大紅玫瑰
花(American	 beauty	 rose)只能靠著犧牲在附近
長大的苞芽來培植出它所給觀者帶來歡欣的璀
璨與芳香。這並不是企業的邪惡傾向。它僅僅
是按照自然規律和上帝的律法在運作	.	.	.	.	.	.”

— John d. Rockefeller, Jr.

 這個段落描述了哪個概念？

(1) 共產主義
(2) 人民黨主義
(3) 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
(4) 社會達爾文主義

17 在南方，於1870年代和1880年代通過的傑
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直接導致了

(1) 公立學校的種族融合
(2) 民主黨的衰退
(3) 三K黨(Klu	Klux	Klan)的組織
(4) 公共設施的分隔

18 大型企業在19世紀晚期得以發展的原因是

(1) 童工的減少
(2) 中產階級的消失
(3) 富人和窮人之間經濟差距的擴大
(4) 在運輸業上的投資從鐵路移轉向運河

19	 在19世紀晚期，國會試圖用來限制壟斷權力的
方式是
(1) 成立了聯邦貿易委員會
(2) 強化最高法院
(3) 採用農民協會運動法律(Granger	laws)
(4) 通過《謝爾曼反托拉斯法》

20	 美國對中國實施門戶開放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為
了
(1) 促進移民
(2) 擴展民主改革
(3) 鼓勵宗教自由
(4) 保證進入市場

21 哪項美國政策與吞併夏威夷和菲律賓最有關
聯？

(1) 中立
(2) 孤立主義
(3) 帝國主義
(4) 國際間合作

22 在1906年，由厄普頓·辛克萊撰寫的《原始叢
林》的出版引領著國會去
(1) 實行更嚴厲的禁酒令法例
(2) 支持全國自然維護運動
(3) 建立肉類檢驗制度
(4) 使工會罷工合法化和抵制合法化

23 最高法院對1919年的《申克訴美國案》的判決
說明了

(1) 移民具有有限的權利
(2) 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
(3) 被告的權利不能受限制
(4) 女人應該被賦予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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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進步時代的改革，諸如創制權、複決權和罷
免，都試圖去

(1) 增加州和地方政府中公民的權利
(2) 重建制衡制度
(3) 對農夫提供低息貸款
(4) 將選舉權擴展至美洲原住民

25 造成1930年代早期黃塵盆地(The	 Dust	 Bowl)的
兩個基本原因是什麼？

(1) 露天採礦和有毒廢棄物的傾倒
(2) 過度耕種與嚴重的乾旱
(3) 森林受到皆伐與鐵路的修建
(4) 人口過剩和城市的無計劃擴張

26 哪個經濟因素是造成大蕭條的主要原因？

(1) 使用信貸來購買股票
(2) 對企業增稅
(3) 減少進口關稅
(4) 無法生產足夠的消費品

27 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
統的任職期間，建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
(FDIC)與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是為了

(1) 向失業者提供工作
(2) 為救助和復原計劃增加收入
(3) 限制與儲蓄和投資有關的風險
(4) 實施新的所得稅修正案

28	 “禁止銷售武器到交戰國家”
	 “美國人被禁止乘坐交戰國家的船旅行”
	 “禁止給打仗的國家貸款”
	 “戰爭用品只能以現金交易的方式銷售”

 這些來自1930年代的標題反映了美國努力致力
於

(1) 維護航海的自由
(2) 將軍事補給品送到國際聯盟
(3) 限制國際共產主義的傳播
(4) 避免參與歐洲的戰爭

2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下令的配給制的
主要目的是

(1) 增加對外貿易
(2) 限制工業的發展
(3) 為戰爭的努力而保存原材料
(4) 鼓勵婦女進入勞動力

30 “.	.	.	.	.	.	戰爭重新安置局的主管被授權與指派去
制訂和貫徹[實施]一個計劃。該計劃將負責從
陸軍部長或是相當的軍事指揮官，根據1942年
2月19日的第9066編號行政命令不時指定的區
域中，轉移該行政命令指定的人或是人群，並
對他們進行重新安置、管理和監督.	.	.	.	.	.”

— 行政命令 9102, march 18, 1942

 簽署該行政命令後不久，聯邦政府各個機構開
始

(1) 將日裔美國人遷移到拘留所
(2) 驅逐德裔和義大利裔的外國人
(3) 扣留和審訊中國移民
(4) 拘捕策劃襲擊珍珠港行動的人

31 在1957年，德懷特•D•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派遣聯邦部隊到阿肯色州小岩
城是為了

(1) 保護民權遊行者
(2) 幫助非裔美國人登記投票
(3) 執行最高法院判決以消除公立學校的種族

隔離
(4) 結束因巴士抵制事件而引發的種族騷亂

32	 “巴蒂斯塔從權力上被驅除”
	 “豬玀灣入侵行動失敗”
	 “U-2型飛機揭曉蘇聯導彈”

 這些標題涉及了美國和哪國的關係？

(1) 加拿大 (3) 墨西哥
(2) 古巴 (4) 巴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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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以下的照片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
問題第33題。

US U jun06 #31

: James K. Martin et al.,
America and Its Peoples, 3rd editi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W

不慈
悲憐
憫

33 這張照片中的示威者正在表達他們對何者的憎
恨？

(1) 法西斯主義者 (3) 移民
(2) 共產主義者 (4) 警官

34 約翰•F•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成立和
平隊的一個原因是為了

(1) 停止艾滋病在非洲和亞洲的傳播
(2) 取得對拉丁美洲領土的控制
(3) 向工業國家提供工人
(4) 對發展中的國家給予支援

35 林敦•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總統推出偉
大社會計劃的主要目標是為了

(1) 控制經濟通貨膨脹
(2) 終結美國的貧窮狀況
(3) 廢止幾個新政的社會計劃
(4) 將福利計劃的責任交還給各州

請根據以下的卡通畫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
答問題第36題。

US U jun06 #39

: Herblock,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8, 1963 

36 漫畫家正在評論公眾對最高法院判決的反應，
法院的判決是

(1) 限制參與教會
(2) 委任居家禱告者
(3) 宣稱學校主辦的禱告是違反憲法的
(4) 禁止公開的紀念宗教節日

37 在1963年的《吉第恩訴威恩懷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和1966年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
州》(Miranda	 v.	 Arizona)案中，最高法院裁定
已定罪的人

(1) 被剝奪了正當的法律程序
(2) 被剝奪了快速和公開的審判
(3) 成為非法搜查和扣押的受害者
(4) 被處殘忍和不尋常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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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的緩和外交
政策的主要目標為
(1) 確保美國在越戰中勝利
(2) 解決中東的衝突
(3) 廢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4) 改善與蘇聯的關係

39 《公平薪資法》、《第九條教育修正案》，以
及《權利平等修正案》主要致力於改善何者的
社會地位？

(1) 非裔美國人
(2) 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
(3) 移民勞工
(4) 婦女

40 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當政的一個
主要政策是

(1) 減低國防開銷
(2) 降低聯邦所得稅率
(3) 終止公共設施的消除種族隔離
(4) 提高對小型企業的管理

41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關稅暨貿易協定
(GATT)都鼓勵各國

(1) 參與全球經濟
(2) 建立統一的國際貨幣
(3) 接受相似的薪資和價格控制
(4) 規範跨國性公司

42	 “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影響力繼續上升”

“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員和民主黨員花
費超過一億元”

	 “參議院通過競選集資改革法”

 這些標題的中心議題是什麼?

(1) 共和黨員和民主黨員花費相同的金額。
(2) 美國公民支付高額稅款來支持總統選舉。
(3) 金錢對美國政治程序有強烈的衝擊。
(4) 候選人在政治競選活動上花費了自己的大

部分金錢。

請根據以下的卡通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
問題第43題。

US U jun06 #42

: Scott Stantis, The Birmingham News, June 27, 2002
( )

43 這幅在2001年9月11日後繪製的卡通的中心焦
點是哪一個議題？

(1) 有放棄一些公民自由來保護國家的需要
嗎？

(2) 美國應該減少從中東進口石油嗎？
(3) 美國需要在移民問題上減少限制嗎？
(4) 美國應該放棄憲法嗎？

44 哪個標題能最好地完成下列的部分綱要？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南部拒行加付稅制危機

B.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

C.《斯科特訴桑德福案》

D.	1860年林肯當選總統

(1) 美國的外交政策
(2) 政府對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的政策
(3) 天定命運論的結果
(4) 地區衝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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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下圖和你的社會科學知識，回答問題第
45和第4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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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U jun06 #45-46

: U. S. Census ( )

45 根據圖表，從哪一年開始住在市區的美國人超
過住在農村地區的人？

(1)	 1860年	 (3)	 1920年
(2)	 1890年	 (4)	 1930年

46 圖中所示趨勢的主導因素是什麼？

(1) 可取得的便宜農地
(2) 工業化增加
(3) 結束對移民的限制
(4) 建成州際高速公路系統

47 1890年代和1920年代的農夫都面臨的共同問題
是什麼?

(1) 無法種植足夠的農作物來適應當地的需要
(2) 政府對於務農的過度限制
(3) 農作物的低關稅
(4) 與消費者需求相比生產過剩

48 巴拿馬人起義、俄日戰爭和國家公園系統的建
立都發生在哪位總統的任期之內？

(1) 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
(2) 伍德魯·威爾遜(Woodrow	Wilson)
(3) 賀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4) 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49	 •	 蒂波特山醜聞(Tea	Dome	Scandal)
	 •	 哈林(Harlem)文藝復興
	 •	 斯科普斯審(Scopes)審判

 這些事件發生在哪個十年間？

(1)	 1920年代	 (3)	 1940年代
(2)	 1930年代	 (4)	 1950年代

50 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富蘭克林	
D.	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林敦·強森 
(Lyndon	 Johnson)	 三位總統當政的一個相似之
處是

(1) 維持一個中立的外交政策
(2) 將總統權力擴大
(3) 將最高法院大法官解職
(4) 減少軍隊的人數



U.S. Hist. & Gov’t.–June ’06	 [9]	 [接下頁]

請將申論題的答案寫於分開的申論題答題卷中。

 在你考慮第II部分的答案時，請注意以下一般性定義:

(a) 描述指	“透過文字來闡述或說明某件事”
(b) 討論指	“透過事實、推理和論證來對某件事發表意見；較具體的說明某事”

第II部分

主題式申論題

答題指示：寫一篇條理分明的短文，包括引語、與下列任務相關的幾個段落、以及結論。

主題：	改變	—	轉捩點

主要的歷史事件時常被稱為“轉捩點”是因為他們導致了重要的政治、 
社會和經濟變化。

任務：

請指出美國歷史中被認為是重要轉捩點的兩個事件，並且針對各個事件 
去：
•	描述促成該事件的歷史環境
•	討論該事件所造成的政治、社會、與/或經濟變化。

你可以使用你所學習到的美國歷史知識中的任何主要事件。你可以考慮的事件包
括:1776年簽署的《獨立宣言》、1877年重建時期的結束、1913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使用裝配線、1917年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1954年《布朗訴托貝卡教育委員會
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1964年所提交的東京灣決議案、以及1989年
柏林牆的倒塌。

你可以不局限於這些建議。

指南

在你的短文中，請務必
•	完成任務的各個方面
•	用多項相關事實，例證和細節來支持主題
•	做到邏輯清楚、條理分明。請包括一段引言和一個結論，但不要簡單地重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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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學校	 	 	 	 	 	 	 	

 在你考慮第III部分的答案時，請注意以下一般性定義：

 討論指“透過事實、推理和論證來對某件事發表意見；較具體地說明某事”

第III部分

歷史文件題

這部分問題是基於隨附的幾份文件。該問題的設計是為了測驗你分析歷史文件的能力。在編寫本問題
時，有些文件經過改輯。在你分析文件時，請考慮其來源和它所表述的任何觀點。

歷史背景：

自1900年以來，大眾傳媒(報紙、書、雜誌、海報、相片、新聞影片、廣播、電
影和電視)對美國歷史和美國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任務： 根據文件所示資訊和你的美國歷史知識，回答A部分中的每一文件後隨附的問
題。你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有助於你撰寫B部分的短文。你將被要求去

•	 討論自1900年起，大眾媒體在影響美國歷史以及/或美國社會方面所扮演的
角色。請使用歷史例子來支持你的討論。



A部分
簡答問題

答題指示：分析以下的文件，並在空白處簡要地回答每一份文件後面的問題 。

文件1A

.	 .	 .	 .	 .	 .	 同時，廣播電臺的官員們已經同意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華盛頓站的羅伯特•特魯特

(Robert	 Trout)擔任總統廣播的宣佈員，該廣播站的經理是哈利•C•巴契(Harry	 C.	 Butcher)。
他們準備了兩份介紹；正式的那份由特魯特準備；親切友善的那份由巴契準備。兩份都提交

給白宮審閱，從那裡很快得到的答覆是羅斯福(Roosevelt)總統非常喜歡親切友善的那一份。因

此，就在3月12日晚上10點鐘，羅伯•特魯特用其醇厚的嗓音告訴坐在將近兩千萬收音機前的

約六千萬民眾說，“總統要進入您家並坐在您家裡的火爐邊和您稍作閒談”。
 羅斯福也如此做了。
 用他濃厚、引起共鳴的男高音般的嗓音，他如一位微笑和令人安心自信的訪客，進入
將近兩千萬個家庭告訴他在那兒的朋友們—水牛城(Buffalo)的一名運貨員、第蒙市(Des	
Moines)的一名年邁的寡婦、高平原上的一名種植小麥的農夫、伯明翰(Birmingham)的一名
加油站經營者、孟菲斯(Memphis)的一名秘書兼打字員、俄勒岡(Oregon)的一名伐木工人、
在芝加哥的一名工廠工人、堪薩斯(Kansas)的一位大學教授，他們每位都在他們自己所居
住的地方—他們無需恐懼。每件錯誤的事情正在被修正，並且修正的方式將會使錯誤的情況
不再發生. . . . . . 

資料來源:  Kenneth s. davis, FDR: The New Deal Years, 1933–1937,	Random House, 1986 (節選)

	 1a 根據這份文件，在大蕭條時期，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如何在廣
播電臺中以爐邊閒談方式來影響美國人？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件1B

.	 .	 .	 .	 .	 .	所以，我們從明天、也就是星期一開始，將令聯邦儲蓄銀行所在的十二個城市中的
銀行開業，那些銀行首先經過財政部的初次驗證並被認定為情況良好。星期二，在具有公
認的票據交換所的城市裡、並認定是運作良好的銀行也將跟著恢復運營。那意味著大約有
250個美國的城市.	.	.	.	.	.

資料來源:  Franklin d. Roosevelt, Fireside Chat, march 12, 1933

	 1b 根據這一份文件，在這爐邊閒談中，人們獲悉了有關銀行的什麼情況？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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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2

經驗豐富的廣播記者羅伯特•特魯特(Robert	Trout)，在1930年代中談論廣播新聞節目：

	.	.	.	.	.	.	這是家中的一種標準晚間儀式：在新聞播放時，人們會聚集圍繞在這些相當大的收音
機旁，並且直到它結束前，沒有人會講很多話。他們聽H.	V.	卡爾坦波(H.	V. Kaltenborn)帶
給他們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報導，收音機中傳來的還有遙遠的步槍開火聲，而在此之前沒人
在廣播中聽見過真正的槍砲聲。收音機將許多事件帶至人們家中，並且它開始影響人們對
於這個世界上所發生事件的觀感。因此當在歐洲發生重要的事件時，全國民眾都準備好去
聆聽。美國人一直對歐洲的事情只是有些感興趣而已，但他們並不認為他們直接受到這些
事的影響。現在他們被迷住了。
 當希特勒(Hitler)吞併了奧地利，我們播出了整整半小時來自歐洲的報導，連線巴黎、
柏林、華盛頓和倫敦的通訊員，以及在紐約的我，扮演了現在所謂的主播的角色。然後在
1939年爆發了捷克危機，這是一次主要的廣播事件，而且全國人民都被這事件吸引住了。
他們儘可能多收聽廣播。我們就接管了廣播電臺，一分鐘接著一分鐘地播出報導，獨佔了
整個國家的注意。在那時，能夠聽到諸如希特勒這樣的人的演講，或聽到尼維爾•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從慕尼黑回來揮動著報紙說，“這意味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是很新
奇的事情。能聽見他實際說出的話是令人驚訝的。
 不說誇大地是，廣播將整個國家團結在一起，所有的人在同一個瞬間，大家傾聽同樣的
事。全國人民喜歡以這樣的方式團結在一起。在早晨人們會說：“你昨晚聽到那新聞了
嗎？你又聽到希特勒的演講嗎？他談論了什麼？你有沒有聽到他們全都歡呼“勝利呼叫
(sieg heil)？你是怎麼想的呢？”這是在大家口中常談論的話題。在這個時候，人們還沒真
正看見，這些在國外發生的事件將如何直接地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但是，這是他們曾經
經歷的最盛大的演出.	.	.	.	.	.

資料來源:  Peter Jennings and todd Brewster, The Century, doubleday, 1998

	 2 根據羅伯特•特魯特的這一描述，陳述在1930年代，廣播對美國人產生的兩種衝擊。			[2]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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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3

UDBQ 381 03 #doc 03

: U. S. Army, Adolph Treidler, , 1943

	 3	 試問這張第二次世界大戰海報的一個目的是什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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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4

尼爾•塞恩(Neal	Shine)，《底特律自由新聞》(The Detroit Free Press)的記者，撰寫的有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戲院播放的新聞影片的文章：

.	 .	 .	 .	 .	 .	我們觀看了新聞影片，好萊塢版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場景取自於我們總是贏取勝
利的戰場。在後來年代裡，我們發現有很多新聞監察，因為沒有人想要讓任何人知道真實
情況有多惡劣。如果有任何屍體，他們總是日本人的軀體。但好萊塢版本的戰爭正好適合
我們這些孩童。我們分別在東邊劇院(the	East	Theater)、廣場劇院(the	Plaza	Theater)和湖木
戲院(Lakewood)進行那場戰爭。我們在瓜達康納爾島(Guadalcanal)，我們在《決戰東京三
十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我們在這些地方達到忘我之境界。我記得某部稱為《
從史達林來的男孩》(The	 Boy	 from	 Stalingrad)的影片，一部講述一個小孩如何以個人的力
量阻止整個德國軍隊的絕對誇大的政治宣傳片。我們認為自己就是他，因為他是個小孩而
我們也是小孩，並且如果我們需要這麼做，我們肯定會像他一樣去拼命做。我們肯定也會
這麼去做。如果德國人真得出現在底特律市的東邊，我們會在市場街(Market	Street)附近劃
一條界線並保衛我們的疆土，就像從史達林來的那位男孩一樣.	.	.	.	.	.

資料來源:  Peter Jennings and todd Brewster, The Century, doubleday, 1998

	 4 根據尼爾•塞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新聞影片和電影對孩童的影響是什麼？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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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5

.	 .	 .	 .	 .	 .	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約瑟夫•R•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不能使用和他的朋友
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一樣的技巧來利用人的感情。他[麥卡錫]在國家表面所留下的
蹤跡不會很快地消失，而且也許會有其他人會設法跟隨他的足跡。他的武器是恐懼。他是
一個在政治上不太老練，但極富公關天賦的人；因擔心成為他無端指責的對象而保持沉默
的怯懦者，反倒成了他強大有力的援助。他污染了通訊的渠道，而且不公開反對他的每個
廣播電臺和電視網絡、每家報紙和雜誌的出版商，都助長了他的邪惡工作；它們必須為他
對我們的公民、以及我們的自尊所造成的傷害承擔部分責任。他是真正意義上大眾傳媒體
的創造物。它們創造了他。它們將他的誇大講的意見[看法]在全國範圍內地流通。當它們
發現他說謊時候，它們就以這樣的理由辯解它們的行動：他所說的是新聞。他在電視上的
初次露面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唯一的期望就是將共產主義者從政府和所有負有責任的崗位
中驅逐出去。那就是他宣稱的目的。絕大多數的人毫不懷疑地同情他。有一種說法一再被
提及，即電視導致了他的垮臺。這並不是完全真實。他在所謂的軍隊與麥卡錫的聽證會期
間，長時期的曝光[在電視上]，必然降低[減少]他的崇高性。他變成無聊乏味的人。但他
垮臺的真正原因是，當他開始攻擊同行參議員的正直和忠誠度時，他違反了這個俱樂部，
即美國參議院的原則，因此而受到了這一團體的責難並被其完結。當他在整個國土之上散
播恐懼之時，電視和他打交道所表現出的怯懦，不是電視本身這種傳播藝術可以自豪地指
出的，這種怯懦也不應被允許遺忘.	.	.	.	.	.

資料來源: edward R. murrow, guildhall speech, London, 1959; edward R. murrow Papers

	 5 根據愛德華•R•默羅(Edward	R.	Murrow)，為什麼約瑟夫•麥卡錫是“大眾傳媒體的創造物”？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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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6

	 	 .	 .	 .	 .	 .	 .	 為繼續下去，休伊特(Hewitt)問甘迺迪：“您需要化妝嗎?”甘迺迪此前一直在
加利福尼亞展開競選活動而且看起來黝黑，難以置信地精力旺盛、容光煥發。他立即說： 
“不需要”！尼克森看起來很蒼白。他已經發誓在所有五十州為競選造勢，並且正在設法
進行。此外，他曾小病一段時間，還減輕了幾磅；他的衣領看起來寬鬆地掛在脖子上。但
在甘迺迪回答“不需要”以後，尼克森也以相同強而有力的“不需要”作為回答。在這之
後，他的顧問團隊擔心他的儀容外表，為他塗上了一些懶漢剃鬚粉(Lazy-Shave)，一種被推
薦用來處理“早上刮過晚上又長出的鬍鬚”(“five-o'clock	shadow”)的產品。
 第一場辯論對尼克森是災難性的。這與兩人辯論内容幾乎沒有什麼關係，雙方都包括了
幾乎是程序性的[典型的]競選計劃和口號。電視觀眾注意到的主要是年輕的甘迺迪身上所
散發出[來自於其]的自信模樣與敏捷思維。這不但從甘迺迪清晰且偶爾輔以手勢加以強調
的聲明中得以浮現，也從他不說話時的幾個快速掃過的鏡頭可以看出。唐納•休伊特(Don	
Hewitt)偶爾使用了“反應鏡頭”(Reaction	 Shots) 來展示每個候選人聆聽他人時的表現。
鏡頭中聆聽他人的甘迺迪顯示了他的專注、警戒、以及唇邊的一絲微笑。尼克森的鏡頭則
顯示了他的憔悴；他臉部的線條看起來像是很深的傷痕、顯出一幅可怕的表情。快到結尾
時，他冒汗留下的痕紋弄花了懶漢剃鬚粉。
 愛德華•A•[“泰德”]羅吉斯(Edward	A.("Ted")	Rogers)，尼克森的首席電視顧問，抗議
電視台使用“反應鏡頭”。但休伊特說它們是正常的電視技術，如果沒有它們，觀眾會感
覺受欺騙。這樣因素也許對尼克森的慘敗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那些從收音機處聽第一
次辯論會的聽眾而言，尼克森顯然地把持得很好。只有在電視上他似乎失敗了.	.	.	.	.	.

資料來源: erik Barnouw, Tube of Plen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6 根據這份文件，在1960年，約翰•甘迺迪如何從與理查•尼克森的第一次電視辯論中受益？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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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7

在1963年1月時，小馬丁‧陸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去伯明翰(Birmingham)領導一
個反對在公共場所中進行種族隔離的運動，但是他在那裡的努力馬上變成反對杰姆‧克勞
(Jim	 Crow)與所有杰姆‧克勞的陰險表象[難以察覺的外觀]的奮鬥。在4月時，金(King)被
逮捕入獄；當他被釋放後，他和他的協助者們開始訓練孩童非暴力的抗爭方法，並且將他
們成群結隊有秩序地派遣出去以被逮捕。此策略讓城市監獄中充滿了年輕的黑人們，並且
刺激到好鬥的[好戰的]城市警務處長，公牛康納[Bull	 Connor]，使他帶著警犬和消防水管
進入爭鬥。查爾斯‧摩爾(Charles	Moore)當時在那裡為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攝影，他那
一系列令人難忘的照片，關於消防水柱強力地噴開示威者以及警犬狂跑進入群眾中促使輿
論開始堅固地支持民權運動。雖然少見，但是曾經有這樣一系列的照片，在歷史的進程中
造成那麼立即的影響。

資料來源: michael s. durham, Powerful Days: The Civil Rights Photography of Charles Moore,
stewart, tabori, and Chang

	 7	 根據麥克S.德翰(Michael	S.	Durham)，照片怎麼影響了關於民權運動的態度？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件8

. . . . . . 十年之後，越南已是另當別論了。正如新聞記者亞瑟•路寶(Arthur	Lubow)提醒
我們的那樣，“它不是公開的戰爭，因此總統無法強制執行軍事監察制度”。同時，它是
第一個呈現於電視上的戰爭。在他的一本關於美國戰爭記者的書籍、《炮火之下》(Under 
Fire)中，M.	 L.史坦(M.	 L.	 Stein)總結了那代表了什麼：“電視記者和攝影師把發生在越
南的戰爭帶回國……夜復一夜地，在他們舒適的客廳中，美國人目擊傷者和死亡的極度痛
苦、身體殘缺和戰爭不間斷的殘忍。有些抱怨，有一些來自五角大樓，……[對]扭曲的戰
爭畫面進行衝突. . . . . .”

資料來源: ted gottfried, The American Media, grolier Publishing, 1997 (節選)

 8 根據這個段落，在越南戰爭期間電視如何影響輿論？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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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分
申論短文題

答題指示：請寫一篇條理分明的申論短文，包括一段引言、幾個段落和一個結論。引用至少五份文件中
的證據來支持你的申論短文。使用相關事實、例證和細節來支持你的回答。請包括其他的外
部相關資料。

歷史背景：

自1900年以來，大眾傳媒(報紙、書、雜誌、海報、相片、新聞影片、廣播、
電影和電視)對美國歷史和美國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任務：請運用文件中的資訊和你的美國歷史知識，寫一篇論文短文。在論文短文中，
你必須

•	 討論大眾傳媒自1900年以來在影響美國歷史以及/或美國社會方面所扮演的
角色。請使用歷史例子來支持你的討論。

指南：

在你的申論短文中，請務必
•	完成任務的各個方面
•	至少採用五份文件的資料
•	引用相關的外部資料
•	用相關事實、例證和細節來支持主題
•	做到邏輯清楚、條理分明。請包括一段引言和一個結論，但不要簡單地重複主題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REGENTS	HIGH	SCHOOL	EXAMINATION

美國歷史和政府

僅限用於2006年6月20日(星期二) —下午1時15分至4時15分

答題紙

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			■	 	 女性

教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I部分的考題答案應填寫在本答題紙上。第IIIA部分的答案應填寫在考題本
上，第II部分和第IIIB部分的答案填寫在另外的申論題考題本上。

No.
Right 

■	 	 男性

當你考試結束之後，必須在以下聲明的下方簽名。

 本人在此考試結束之際特此聲明，本人在此考試之前未非法獲得考題内容及答案，並且在考試中，既未向任何人提供幫助，也未從任何人處得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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