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立琉球國中97學年度第一學期七年級社會領域第二次段考試題 

參、公民部分（30％）    答案請寫在答案卷上 

(     )1. 由數個具有血緣關係的小家庭所組成，成員可能包含了曾祖父、祖母。請問：這是屬於哪一

種家庭型態？ (A)單親家庭 (B)折衷家庭 (C)小家庭 (D)大家庭 
(     )2. 小新喜歡看綜藝節目，姐姐卻想看閩南語連續劇，兩人常為了搶遙控器而吵架，這是屬於哪

一種類型的家庭衝突？ (A)性格與習慣的差異 (B)家務分工的不均 (C)用錢觀念的不同 

(D)文化價值觀的衝突 
(     )3. 社會上家庭暴力問題日益嚴重，翻開報紙常可見一則則虐童事件。面對家庭暴力事件，附表

是各種法令和處理家庭暴力方法的配對，共有幾組正確？ (A)一組 (B)二組 (C)三組 

(D)四組 
甲 《家庭暴力防治法》  ──申請保護令

乙 《刑法》  ──申請保護令 
丙 《兒童及少年福利法》  ──停止親權

丁 《民法》  ──停止親權 
戊 《刑法》  ──申請保護令 

(     )4. 父母對子女如未盡到教養、照顧、保護、監督等責任，親權將會因程度而有不同的制裁，其

中親權的停止，為對父母最大的處罰。請問：附表之四種情況下，何人最可能被停止親權？ 
姓 名 對 象 行 使 親 權 方 式 

(A)趙光光 國中兒子 偷聽兒子電話及偷看兒子的書信 
(B)梅天良 國小女兒 徵求女兒同意將她賣給王老闆 
(C)孫小山 高中女兒 不同意女兒的婚事 
(D)李一毛 研究所養子 反對養子購買筆記型電腦 

(     )5. 下列關於現代子女權益的保障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夫妻離婚，子女的監護權應由

男方取得 (B)父母過世後，子女不論男女，都可以平等繼承遺產 (C)《刑法》規定父母有

保護與教養自女的義務 (D)子女拒絕照顧父母，甚至遺棄，會被停止行使親權 
(     )6. 家庭教育是國家競爭力的基礎，因此芬蘭政府賦予家庭較大的教育責任，家長帶孩子學習，

政府則提供支援，這是芬蘭獲得全球國家競爭力的冠軍，其背後不可抹滅的因素。請問：芬

蘭經驗可以給我們什麼樣的啟示？ (A)家庭教育的力量不可忽視 (B)家庭教育的負擔著

實沉重 (C)家庭教育的功能日漸萎縮 (D)家庭教育的實施依賴政府 
(     )7. 在兩性平權時代，下列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夫妻財產應歸妻子所有 (B)離婚後，子女

監護權應歸父親所有 (C)子女可從父姓，亦可約定從母姓 (D)只有兒子可以繼承財產 
(     )8. 下列對「家庭型態」的敘述，何者正確？ (A)現今子孫滿堂的情況愈來愈多 (B)臺灣早期

的農業社會以小家庭居多 (C)小家庭、單親家庭有逐年減少的趨勢 (D)近年來頂客家庭有

快速增加的現象 
(     )9. 依附圖，三者之間包含哪兩種親屬關係？ (A)收養、血親 (B)姻親、配偶 (C)姻親、收養 

(D)血親、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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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下列關於家庭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甲)是由婚姻、血緣等關係而組成的團體(乙)是組成

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丙)一個家庭不能由收養關係組成(丁)是個人最早接觸的團體 (A)甲乙

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     )11. 關於老人安養的課題，下列何者有誤？ (A)「家有一老，如有一寶」，我國向來擁有敬老的

傳統 (B)協助老人從事休閒活動，可以豐富他們的生活 (C)生育率下降，老年人口日益增

加 (D)老人安養問題的解決，只要顧及物質層面即可 
(     )12. 附表是家庭型態與其定義的配對，何者正確？ 

(A) 雙薪家庭 由無子女的夫妻所組成的家庭 

(B) 頂客家庭 只由父親或母親其中一方及其子女

所組成的家庭 
(C) 繼親家庭 指夫妻兩人均有工作收入的家庭 

(D) 
外籍配偶

家庭 
中華民國國民與非本國籍人士結婚

所組成的家庭 

 
(     )13. 「為了反哺高齡的老母親，受限於自己居住空間不足，所以曾孝順在自己家樓下租了房子給

她住，平常晨昏定省，讓孩子在放學後到祖父母家讓老人家含飴弄孫。」請問：由以上現象

判斷，曾孝順應是屬於哪一種形態的家庭？ (A)三代同堂 (B)折衷家庭 (C)三代同鄰 (D)
大家庭 

(     )14. 下表是小桔子做報告時所蒐集到的資料。請問：他的報告最可能是下列哪一個主題？ (A)
政府的福利政策 (B)小小志工的力量 (C)民間公益的推動 (D)兒童受虐求救方式 

 
(     )15. 「高齡化社會」就是老年人口比例過高，青壯年人口負擔沉重，而「高齡化社會」產生的主

要原因為何？ (A)傳染病的傳播 (B)生育率降低及人們的平均壽命提高 (C)老人醫療費

過高以致青壯年人口負擔過重 (D)老人在社會地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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