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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東高級中學 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一年級歷史科第二次期中考試卷  
 

    劃卡:是             適用班級:1-1~1-10 

一、單選題 (1~40 題，每題 1.5 分；41~56 題，每題 2 分) 共 92%% 

1、清領後期，台灣的某項占全世界 70%產量的外銷品中，所提煉的「賽璐珞」是製作早期電影膠卷的主

要來源，所以台灣對電影工業的發展曾有巨大的貢獻。此外銷品是 （A）樟腦（B）蔗糖（C）蓬萊米

（D）茶葉   A   

2、有三位學生在討論臺灣的分類械鬥：甲生：「臺灣的械鬥，就其種類是很單純的，最主要是因籍貫和

族群不同而爆發的，」乙生：「較大規模的械鬥共有六十次之多，不只籍貫不同會發生械鬥，職業、

姓氏和村落不同也會發生械鬥。」丙生：「臺灣三年一小亂，五年一大亂，是與羅漢腳太多有關，他

們好勇鬥狠，嘯聚成群，常因細故釀成大亂。」 

以上三生何人所說是正確的？ (A)甲、乙、丙生 (B)甲、乙生 (C)乙、丙生 (D)甲、丙生  C 

3、清領時期，號稱「開台進士」的臺灣第一位文科進士是指何人？ 

  (A)施世榜 (B)蔡培火 (C)丘逢甲 (D)鄭用錫  D 

4、下列日人在臺的作為，哪個選項配對「錯誤」？ (A)磯永吉引進日本米種改良臺灣在地米的品種，

成為有名的「臺灣蓬萊米」 (B)新渡戶稻造來臺推展教育，設置「國語傳習所」 (C)後藤新平在臺

舉行臺灣第一次人口普查 (D)乃木希典的「三段警備制」B  

5、清代臺灣民變最後多由滿清政府調派大陸軍隊來臺始平定亂事，惟獨哪一次事件是首先由臺人訓練的

鄉勇平定？ (A)朱一貴之亂 (B)林爽文事件 (C)戴潮春事件 (D)林杞埔事件  C 

6、一位學子敘述：「我們學校在臺北城裡，隔壁就是中西學堂，離電報學堂還有一段路。學校裡上的都

是漢文、閩南語，還有官話。畢業以後，我就可以回家做官。」這樣的情節，最可能是發生於哪一時

期？ (A)1670 年鄭經治臺時期 (B)1874 年沈葆楨治臺時期 (C)1890年劉銘傳治臺時期 (D)1919

年日本統治臺灣時期 C 

7、在歷史課中，瑋琦提出在臺南所做的歷史古蹟考察報告：「長老教會在臺南傳教，除以布道方式傳播

福音，更建立臺南神學院教育更多臺灣人民，使西學在臺灣生根。」請問：以下何人「不」會是瑋琦

所要報告的傳教士？ (A)馬雅各 (B)甘為霖 (C)巴克禮 (D)馬偕  D   

8、臺灣早期移民來臺時，經常發生分類械鬥，規模較大者有六十餘次，在 1853 年時，淡水河艋舺發生

「頂下郊拼」，下郊同安人攻擊頂郊三邑人。請問：此次械鬥應為哪一類型？  

(A)祖籍械鬥 (B)異姓別械鬥  (C)宗族械鬥 (D)商業械鬥  D 

9、早期來臺各族群，常於來臺時祭拜原鄉之神，然有一神明信仰卻是在臺灣一次重大民變發生後才出現。

請問這是指哪一種神明信仰？ (Ａ)開漳聖王 (Ｂ)保生大帝 (Ｃ)三山國王 (Ｄ)義民爺  D 

10、以下有一段話：「治理臺灣的方式絕對不是把成功的日本經驗套在臺灣人民身上。我們以生物學上的比

目魚為例，比目魚的兩眼長在身體的同一邊。若你一定要把比目魚的眼晴改裝在身體的兩邊，那就是

違反了生物學的原則。比目魚眼晴之所以長在同一邊是有生物學上的必要才產生的。在政治上亦同，

我們必須先了解臺灣人的習性，依據其習性定出一套管理辦法才有效。」請根據您的歷史知識來判斷，

上文可能是何人所言？ (Ａ)佐久間左馬太 (Ｂ)兒玉源太郎 (Ｃ)後藤新平 (Ｄ)樺山資紀  C 

11、請仔細閱讀日治時期二段資料，然後回答問題： 
   資料一：一本討論日治時期的方志說「總督抵臺之後，希望軍民分治，改革地方制度，警察對地方管 

  轄的權力顯然減少，逐漸走向地方自治，並成立了街庄協議會。」 

 資料二：史家描述日治時期說「臺灣總督發布了臺灣教育令，使臺灣學制與日本國內大致相同，六年

制小學或公學校畢業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進入中學就讀。」 

我們應該如何解讀這二段資料？  

(A) 武人總督統治時期，對臺灣實行漸進主義，目的在加強控制 

     (B) 文人總督統治，實行「內地延長主義」，以教育臺人認同日本，唯日、臺人仍有明顯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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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民族自決影響實行「皇民化運動」，使臺人具有日本國民的愛國心 

     (D) 中日戰爭期間，為加強控制，實行「同化政策」  B 

12、「乾隆以前書院大部集中於臺南，乾隆以後，書院的分佈範圍擴大得極為迅速，光是乾隆一朝即分布到

嘉義、雲林、彰化、新竹、新莊，甚至到達島外的澎湖。嘉慶時更已到達宜蘭。此一路線說明了臺灣

文教開發的進程，符合了土地開發的方向，跟隨在土地開發的後面進行。……乾隆前的書院，全由地

方官憲所建，或『奉文設立』，乾隆後則甚多由地方官紳民所建，此一方面是清廷鼓勵的結果，一方面

也是由於地方開發完成後，產生不少地方上的『有力者』（即社會勢力），由他們起來領導創建。」台

灣書院的發展具備何種特色？ 

(A)書院講授內容與科舉考試科目無關 (B)在政府鼓勵下，文教發展早於土地拓墾 (C)漢人來台開墾初

期，無暇顧及文教發展 (D)書院的分布由北而南，由東而西。  

13、「北部臺灣的榮枯，就看 □ 的盛衰」；「一旦□ 衰退，則臺灣北部的全部貿易等於零」。這兩句是形容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臺灣北部對外貿易的情形。請問 □ 應該填入哪項物產最合適？ 

   (A)藍靛 (B)蔗糖 (C)稻米 (D)茶葉 D 

14、有一段清代的臺灣史料寫著嘉義一個地方的廟：「開山宮祀吳真君，各邑皆有之，或稱開山宮，或稱大

道公廟。」請問這個地方的居民祖籍應該為何？ (A)泉州人 (B)漳州人 (C)客家人 (D)福州人  A 

15、清廷割臺，引起臺胞憤慨，有人寫詩留下歷史見證：「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力可回天，扁舟去做鴟

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請問這是何人名句？(A) 康有為 (B)洪棄生 (C)丘逢甲 (D)吳濁流 C 

16、1895 年清朝與日本發生「甲午戰爭」，清戰敗而有「乙未割臺」，臺灣「紳民奔相走告，聚哭於市」，

因而成立「臺灣民主國」抗日。請問：下列關於臺灣民主國與日軍戰爭的敘述，何者正確？ 

 (A)唐景崧為提倡者，推舉丘逢甲為總統  

(B)年號「永清」以示效忠「大清」，以「黃虎旗」為幟，以與大清「龍旗」相輝映  

(C)黑旗軍劉永福與日軍斡旋到最後，奮戰而亡  

(D)臺灣民主國失敗後，臺灣人民立即歸順日本，不再抵抗 B  

17、同治 13 年，因為琉球人民在台灣被殺問題，日侵台灣，最後雙方在北京訂立專約，約中有何規定，

使日本日後謂清廷已承認琉球為其所有？ (A)補償日軍在臺修築道路、房舍等銀五十萬兩 (B)琉球之

民為化外之民(C)琉球為獨立自主國家 (D)日本此次行動為「保民義舉」字樣。D  

18、有位傳教士在回憶錄提到：「在兩國開戰前，我由香港想回台灣，卻被法軍當成是德國間諜，只好去見

法軍司令才被允許回台上岸。回台後，英國領事還給我一份證明說我是英國人」，「戰事逼近我的教堂

時，我曾醫療受傷的清軍與法軍，劉大人還獎勵我並賠給我在戰火受損教產的數額」。請問：這本回憶

錄最有可能出自哪位教士？ (A)馬雅各  (B)馬偕  (C)巴克禮  (D)甘為霖 B 

19、「這時日本剛開始明治維新，對外要開疆拓土，當權者正醞釀吞併琉球，『此事件』的發生，使朝中又

興起了一股『征臺論』。日本便積極地向美國請教入侵臺灣的資料。」請問上文中的「事件」所指為何？ 

(Ａ)甲午戰爭    (Ｂ)法軍侵臺 (Ｃ)牡丹社事件 (Ｄ)英法聯軍 C 

20、在某段文獻中寫到：「大明慈悲國奉旨本台征伐天下大元帥……。聖神仙佛，下凡傳道，門徒萬千，變

化無窮。今年乙卯五月，倭賊到台二十有年已滿，氣數將終……我朝大明國運初興，舉義討賊，興兵

伐罪，大會四海英雄。」我們對上述史料應有何種認識？ 

(A)此事件具有游擊性質(B)主導人物是林少貓(C)清代中葉以前，反清復明事件頻繁(D)此事件後，漢

人武裝抗日暫告落幕。Ｄ 

21、「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六月還康熙。」試問這是哪一歷史事件的寫照？ (A)朱一

貴事件 (B)林爽文事件 (C)戴潮春事件 (D)施九緞事件。 A  

22、「在戰爭結束後，他仍留臺辦理善後事宜，因此希望能廢除閩撫半年駐臺或督撫大員輪流來臺的成例。

他希望臺灣能自給自足，不必仰人接濟，又能成為保障沿海七省的門戶。終因外人入侵，並有意藉新

疆建省經驗，將福建與臺灣關係重新定位。」上述資料是對何人的描述？ (Ａ)沈葆楨 (Ｂ)丁日昌 

(Ｃ)劉銘傳 (Ｄ)唐景崧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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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淡江大學歷史系林呈蓉教授在其著作【牡丹社事件的真相】中，提及一位十九世紀的人物，林教授稱

其為日軍侵台事件的「幕後藏鏡人」。這號人物曾以其在台親身經驗為例，鼓吹日本政府對台採取行動。

就是在其指點之下，日方才會大膽對台發動軍事攻擊。請問這位「藏鏡人」指的是誰？ 

    (A) 樺山資紀(B)李仙得 (C)馬雅各 (D)乃木希典。 B  

24、老師帶學生去苗栗博物館參觀，除了看到蠶絲的製品之外，還到一所烈士紀念館，老師介紹其生平時

說：「他曾經參加過革命運動，後來奉國父的命令，成立同盟會臺灣分會於苗栗，組織抗日運動，最後

被捕，死前留下遺言：『不死於家，永為子孫祭奠，而死於臺灣，永為臺民紀念耳』。」這個人是何人？ 

(A)羅福星 (B)蔣渭水 (C)余清芳 (D)林少貓 A 

25、一份招降海報的內容寫著：「早日投降者，不殺。投降者，放下槍枝、舉起雙手。馬赫坡番社出來吧！」

依你的歷史知識，這份海報應是在講何事？ (A) 同治末年的牡丹社事件 (B) 日治時期的霧社事件  

    (C) 光復後的二二八事件 (D) 抗戰前的西安事變 B  

26、一篇史料記載著臺灣北部產業活動變遷的情形：「三十年前，臺灣北部可耕種的土地，大部分用來種稻

米，因此每年有大量稻米運銷大陸。然而，自從茶農在高地種植茶葉後，每年來此揀茶、買賣茶葉的

人，便越來越多。由於種茶的人越來越多，而種稻者越來越少，因此幾年之後，本地所產稻米反而在

島內市場走俏起來。到後來，臺灣不僅沒有稻米可以運銷大陸，反而經常需要向外地搬糧救急。」請

問，這篇史料最可能是什麼時候的記載？ 

(A)1850 年代  (B)1880 年代  (C)1910 年代  (D)1940 年代 B   

27、某地文史工作室編纂了一本地方志，其中特別介紹了簡大獅的抗日事蹟。請問這應是下列何地的地方

志？ (Ａ)臺北縣 (Ｂ)高雄縣 (Ｃ)臺中縣 (Ｄ)臺南縣。 A   

28、1867 年美籍商船在琅墧觸礁，十多名船員被原住民殺害，該事件引起清朝與美國的糾紛，也是臺灣的

重大涉外事件。請問：下列哪一個與該事件相關？ (A)是為「亞羅船事件」 (B)美國駐廈門領事李

仙得出面處理 (C)清朝與恆春半島十八社頭目簽訂《船難救助條約》 (D)條約中等於清廷承認「番

地無主論」，原住民正式獨立  B 

29、一本方志記載日治時期的情況「首任文官總督抵臺之後，希望軍民分治，改革地方制度，警察對地方

管轄的權利顯然減少，逐漸走向地方自治，並成立了街庄協議會。」請問，當時日人喊出的口號是： 

(Ａ)民族自決 (Ｂ)漸進同化 (Ｃ)內地延長 (Ｄ)皇民化  C        

30、「18 世紀歐洲列強爭霸海上，競相東侵，亞洲地區多遭蠶食，基隆位居北臺要津，為入侵臺灣之門戶，

久為□垂涎之地。1884（光緒 10）年 6 月 15 日□提督孤拔率艦來犯，引燃戰火，△奉詔督辦臺灣軍

務，……」請問□與△各指什麼？ (A)法國；沈葆楨 (B)日本；沈葆楨 (C)法國；劉銘傳 (D)日本；

劉銘傳 C   

31、方大山在歷史課的分組報告中，用 powerpoint 向同學介紹劉銘傳在臺灣實行的財政改革，下面是

報告的內容：(甲)清賦的目的是「宜使臺地之財，足供臺地之用」(乙)推行過程中，獲地方士紳支持，

進行順利，不曾激起民變(丙)就意義而言，是臺灣在清朝統治下，唯一一次全面的土地清查，並解決

長期以來一田二主的現象(丁)這次改革的成就，是完全取消大租戶，以小租戶為土地所有權人(戊)改

革的結果，使每年賦銀增加，財政獲得改善。但是他的報告內容卻出現錯誤，上述(甲)～(戊)中出現

了幾個錯誤？ (Ａ)一個 (Ｂ)二個 (Ｃ)三個 (Ｄ)四個。Ｃ 

32、「臺灣吏治，黯無天日，牧令能以撫字教養為心者，不過百分之一、二，其餘非性耽安逸，即剝削膏脂，

百姓怨毒已深……衙役倚恃官勢嚇詐鄉里，所欲不遂，即私押勒索……。」他因而下令整頓吏治，請

問這位閩撫是指何人？ (Ａ)沈葆楨 (Ｂ)丁日昌 (Ｃ)劉銘傳 (Ｄ)邵友濂  B 

33、「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留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諸天地，是創格

完人」，試判斷此楹聯產生的時間在何時？是對何人的讚揚？ (A)道光年間，姚瑩 (B)乾隆末年，福

康安 (C)光緒後期，劉永福 (D)光緒初年，鄭成功   D  

34、電影《一八九五》改編自李喬的《寒夜三部曲》，講述乙未割台之役，已在台灣落地生根的客籍義勇軍

領袖和其妻子，一起浴血抗日過程中，互信互愛的故事。試問《一八九五》片中主角可能是下列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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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人物 （A）丘逢甲、劉永福（B）吳湯興、徐驤、姜紹祖（C）簡大獅、柯鐵虎、林少貓（D）羅福星、

余清芳。 B     

35、當今台灣社會常見有人自稱是「台灣人」，其實無論是台灣人也好，是中國人也好，都讓人想起了清代

社會出現的「內地化」與「土著化」的現象，下列關於其相關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移民至台灣的漢人在文教表現上呈現儒家思想的特質，乃是一種內地化的表現 

（B）漢人移民自稱為漳州人、潮州人即是一種土著化的表現 

（C）漢人移民的土著化舆內地化是兩種截然不同的型態，絕無並存的可能，也就是說：同一個人身上 

     只能存在一種特質 

（D）若以時間論：台灣社會由內地化轉為土著化的關鍵時間是在十八世紀初 A 

36、臺中公園闢建於 1903 年，到了 1908 年為配合某件大事，特別建「湖心雙亭」，成為假日大眾泛舟的好

去處。請問這件大事應是何者？ (A)嘉南大圳的完成 (B)縱貫鐵路通車典禮 (C)日月潭水力發電廠工

程的成功 (D)蓬萊米的栽種成功。 B 

37、「□認為對殖民地的統治，需從生活、產業、衛生、教育、交通與警察等重要層面多管齊下，恩威並施。

為了達到全面有效的統治，他一面進行各種『舊慣調查』，掌握有關臺灣的精確數字，另一方面建立各

種流通網路，包括交通建設和統一度量衡。」請問上述□中所指的應是何人？  

    (A)樺山資紀 (B)乃木希典 (C)後藤新平 (D)佐久間左馬太   C   

38、「……□對於日本統治臺灣，特別是對於臺灣經濟政策之推行是有很大的影響。例如極為發達的產業道

路與耕地防風林等，不得不歸功於該制度的實施，警察既然掌握了□，警察力就滲透了行政的底層，

因此反而增加了警察的力量。總之講到統治臺灣不能忽視警察，講到警察不能忽視□」。岩見俊二《日

據時代臺灣之警察與經濟》文中的□是指 (A)臺灣的商人、士紳 (B)保甲制度 (C)理蕃政策 (D)

留日學生  B 

39、魯夫要寫一篇有關甲午戰爭與乙未割臺的報告，下列哪個資料是正確可以引用的？ (A)臺灣的日治時

代是 1985～1943 年 (B)馬關條約中原有割讓山東半島，但因俄德法干涉而歸還 (C)袁世凱曾邀舉人

聯名上書反對割臺 (D)樺山資紀是日治時期首任臺灣總督  D 

40、古蹟：(甲)澳底抗外紀念碑(乙)八通關古道(丙)石門古戰場(丁)孤拔墓。若依其出現的先後順序排列，

下列何者正確？ (A) (丙)(丁)(乙)(甲)  (B) (丙)(乙)(丁)(甲)  (C) (甲)(乙)(丁)(丙)   

    (Ｄ) (丙)(甲)(乙)(丁) B  

41、根據史料記載，臺南林君考「鄉試」，第一次赴福州應考，第二次則赴臺北考試。請問從此段記載中推

論，林君必然歷經哪次戰役？ (Ａ)鴉片戰爭 (Ｂ)英法戰爭 (Ｃ)清法戰爭 (Ｄ)甲午戰爭 C      

42、有一位臺灣總督曾說：「臺灣構成帝國領土的一部分，當然為從屬於帝國憲法統治的版圖，……因此，

其統治方針，概以此大精神為出發點，而從事各種設施與經營，使臺灣民眾成為純粹的的帝國人民，

忠誠於日本朝廷，且須予以教化與指導，使涵養對於國家的義務觀念。」有關這段談話的背景，下列

敘述何者正確？ 

(A)這是日本治臺之初，統治基礎尚未穩固之時 (B)這是日本統治臺灣二十年之後，準備實施內地延

長主義的前夕 (C)這是中日戰爭爆發，開始要實皇民化的階段 (D)這是二次大戰末期，日本要抵抗

美軍死守臺灣之際  B   

 

 

◎43~44 為題組題 

43、根據史料記載，1895-1906 之間，日本對台灣原住民基本上採取懷柔和放任的政策，因為原住民住在

山區，沒有主動下山攻擊日本人，不會危及日本的統治政權，因此日本就在山區附近設撫墾署以安撫

原住民。此項政策直到哪一位總督上任後改變？ 

(A)兒玉源太郎 (B)乃木希典 (C)樺山資紀 (D)佐久間左馬太。   

44、該總督「理蕃」事業背景是？ 



(A)避免再次發生霧社事件 (B)便於日本財閥投資山地資源 (C)發現原住民與漢人合作抗日 (D)開發

山區水力發電工程，加速台灣工業化。   

45、資料一：某總督回憶道：「在臺灣施政有一大堆令人厭煩的事，臺灣動盪不安未曾停歇，……好像乞討

到馬匹，既養不起，又不會騎，只有被踢、咬……。」 

    資料二：某總督回憶道：「擔任總督期間，我認為給予本島人與內地人相同教育的時機已經成熟，所以

修改教育法令，完全去除教育上的差別待遇，常用國語的兒童在小學受教育，其他兒童就讀公學校。」 

    請問：上述資料(一)與資料(二)出現時間的先後順序為何？ 

   (A) (一)早於(二)  (B) (二)早於(一)  (C)兩者同時    (D)無法判斷 A 

46、有一段時間，日本殖民臺灣的統治者高喊「內臺共學」、「內臺婚姻合法化」，請問：這最有可能是哪一

位臺灣總督的政策？ (A)兒玉源太郎 (B)田健治郎 (C)安藤利吉 (D)樺山資紀  B 

47、有一本書在論述臺灣某個時期的統治措施，它的章節標題有：改革官制與登用人才、革除鴉片、鋪設

縱貫鐵路與計畫築基隆港。請問：在這本書籍中應該也可以看到下列哪個章節？ (A)自強運動與臺灣

的現代化 (B)臺灣銀行的設立與金本位之確立 (C)大航海時代的來臨 (D)臺灣新文學的啟蒙發展  

B        

48、他發跡於清末，在日治時期是臺灣舉足輕重的買辦企業家，也是當時打狗地區的首富。他的宅第舊居，

更是高雄地區第一座私人洋樓。請問此人是誰？ (A)李春生 (B)林維源 (C)郭德剛 (D)陳中和  D 

49、甲：日本本土法律適用於臺灣。乙：臺灣總督為臺灣最高行政長官，可不經國會頒布具法律效力之命

令。丙：總督擁有律令制定權和緊急命令權，其頒布之命令或律令不得抵觸日本本國法律或天皇敕令。

上列三段有關臺灣法律的資料，其先後實施順序是：(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丙、甲 

    (D)丙、乙、甲  C 

50、參看以下資料，回答問題： 

資料一：「臺灣鄉間的諺語：天下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稱重量）。」 

資料二：「1905 年六月臺灣總督府規定：為制止各製糖工廠間的原料爭奪，避免擾亂蔗價，各蔗作區

劃定為一定範圍的區域。此區域內的甘蔗未經許可，不得運出區域之外，或供作砂糖以外成品的製作

原料。」 

根據以上資料，下列敘述何者適當？ (A)保障了臺灣蔗農，使蔗農有固定買主與穩定的銷路 (B)保

障了新式糖廠，使其降低收購甘蔗原料的價格 (C)政府照顧臺人生活，引進製糖業，糖從此成為重要

輸出物資 (D)使臺灣舊糖廠在政府糖廠在政府補助下轉型為新式糖廠，奠定工業的基礎   B 

◎51~52 為題組題 

51、臺北的大稻埕地區曾有中外商人開設了近百家茶行，當時台灣人的茶行規模大者，在營運上與外國商

人從事臺灣茶葉貿易的洋行不相上下。試問如此繁榮景況，始自於「何事」發生後所簽訂之和約，所

造成的影響？(A)英法聯軍後(B)牡丹社事件後(C)中法戰爭後(D)甲午戰爭後  A     

52、「何人」號稱「台灣茶葉之父」，他的茶行規模就是在營運上，與外國商人從事臺灣茶葉貿易的洋行不

相上下的代表者？（A）林維源（B）李春生（C）林獻堂（D）辜顯榮 B 

53、「1916 年，臺灣總督府設立臨時法庭，以《匪徒刑罰令》來審判抗日分子，被告 1,900 多名，被處死

的有 866 人，有期徒刑 453 人。此案情傳出震驚國際，連日本國內都感到驚訝，有人認為處死刑者逾

千，為世界裁判史尚未曾有的大事件。後來，在國際輿論壓力下，僅僅處死首謀份子，並展開大規模

的宗教調查。」請問：此事件所指為何？(A)苗栗事件 (B)霧社事件 (C)林少貓事件(D)余清芳事件  D 

54、右圖曲線各代表清領時期臺灣三種主要商品的出口值。請問：丙商品的產值

原本並不凸出，但國際市場需求改變其數值。則丙商品為何？ (A)稻米 (B)

蔗糖 (C)茶葉 (D)樟腦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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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以下三圖，哪一幅是劉銘傳來臺後所調整的行政區劃？ (A)圖(一)  (B)圖(二)  (C)圖(三)    (D)

都不是。C 

▲圖(一)

 

▲圖(二) ▲圖(三)

   

 

 

 

 

 

 

 

56、歷史課堂上同學在整理日本統治的分期，其中哪一列弄

錯了？ (A)甲 (B)乙 (C)丙 (D)丁   B 
 

  

 前期 期 後期 
(甲)時間 1895～1918 1919～1936 1936～1945 
(乙)總督 文官 武官 武官 
(丙)政策 無方針主義 內地延長主義 皇民化 
(丁)背景 殖民初期 大正民主、民族自決 軍部勢力抬頭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2 分，答錯倒扣 1/5) 8% 
57、以下關於沈葆楨、丁日昌、劉銘傳等三人在臺灣推行近代化改革的敘述，何者為是？ 

      (A)沈葆楨廢渡台禁令與開山撫番 (B)丁日昌在清法戰爭後來台，架設安平至旗後的電報線  

      (C) 劉銘傳針對一田兩主現象，提出「減六留四」的賦稅改革  (D)三人皆有針對原住民問題提出改 

      革政策   (E)三人皆是以臺灣巡撫身份來台。AD  
58、關於霧社事件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日人財閥長期掠奪山地資源是其遠因  

    (B)是由賽德克族的原住民所策動  

    (C)為原住民利用宗教聚眾抗日之事件  

    (D)總督府調集大批軍警鎮壓，並出動追擊砲、毒氣彈等武器  

    (E)發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ABD   

59、學習歷史應對古人所處的時代有所了解。假設你身處光緒 18 年（1892 年）那個時代的臺灣，會有

怎樣的經歷與見聞？  

    (A)因劉銘傳的大力建設，臺灣成為當時最進步的省分。高雄人若要到省城探親可以直接搭乘縱貫線

鐵路 (B)淡水港充斥著買賣茶葉、樟腦的外國商人和買辦  

    (C)當時臺灣的政治重心已隨經濟重心而北移  

    (D)買辦、豪紳已漸漸取代郊商、地主，成為社會新貴  

    (E)當時可以接受新式教育，但若要參加鄉試仍必須前往福州應考 ＢＣＤ  

60、臺灣早期是個移墾的社會，到了 19 世紀中葉以後逐漸進入定居的型態。從移墾到定居，臺灣在哪些

方面出現了根本上的改變？  

    (A)人口結構由男多女少、老幼極少到性別、年齡層漸趨正常的結構  

    (B)由於開港通商後競爭激烈，分類械鬥由少變多  

    (C)祖籍意識則由泉州人、漳州人的稱呼，為下港人、頂港人所取代  

    (D)宗族方面—具明確血緣關係的開臺祖宗族取代昔日祖籍意識的唐山祖宗族  

    (E)領導階層—移民社會時的地主及郊商逐漸為科舉出身的士紳階級所取代 A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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