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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高一歷史科題目卷 

劃答案卡：是      適用班級：101-111  班級：_______座號：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                      

§答題須知：試卷總共有二個部分，共有六面。第一大題為單選題，答錯不倒扣；第二大題為多重

選擇題，答錯要倒扣，請謹慎作答。請把正確答案劃記在答案卡上，並注意個人基本資料的劃記是

否正確。 

一、單選題(每題 2分，共有 44題，共 88分) 

D1.  有位學者批評清領時期的某制度說：「受政府步步提防的士兵，失去了戰鬥意志，他們

不擦槍，不出操，閒來無事就合夥做生意，有的還做妓女戶和賭場的保鑣，成了黑社會

老大。等到三年期滿，調回福建時，才發現槍枝生鏽不能用了。」學者批判的是何事？ 

(A)移民不准攜眷入臺 (B)粵民不准入臺 (C)迴避本籍 (D)班兵制度。 

D2. 「生番」被視為是化外之民，不需負擔國家臣民的各種義務，不需要納稅服勞役，下列

有關「生番」的敘述何者正確？  

    (A)是明朝政府對臺灣原住民的稱呼 (B)「生番」的劃分原則與人類學對族群的劃分原

則相同 (C)是清朝政府對原住民的統稱 (D)漢化程度高低是「生番」劃分原則之一。 

C3.  老師揭示《諸羅縣志》的相關資料： (甲)「附縣開墾悉為田，斗六門以下鹿獐鮮矣。」

(乙)「流移開墾之眾，又漸過半線、大肚溪以北。」(丙)「文武各官僑居佳里興（臺南佳

里鎮），流移開墾之眾，極遠不過斗六門（雲林斗六鎮），北路防汛，至半線（彰化）、牛

罵（臺中清水鎮）而止，皆在縣治二百里內。」依台灣開發進程，這三份資料先後的時

間順序是：(A)甲乙丙 (B)甲丙乙 (C)丙甲乙 (D)丙乙甲。 

B4. 「本藩矢志恢復，念切中興，前者出師北討，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艫南還，恐孤島之

難居；故冒波濤，欲闢不服之區，暫寄軍旅，養晦待時，非為貪戀海外，苟延安樂。自

當竭誠禱告皇天，共達列祖，假我潮水，行我舟師。爾從征諸提鎮營將，勿以紅毛火為

疑畏，當遙觀本藩鷁首所向，銜尾前後相接而進。」（江日昇《臺灣外記》）請問文中所

指的本藩是？ (A)沈有容 (B)鄭成功 (C)鄭經 (D)施琅。 

A5.  某本介紹臺灣原住民族的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祭拜方式，一般在公廨或住宅內設

立祖壇，供奉數個壺甕，內盛清水，插蘆葦葉、甘蔗葉……作全族社的精神寄託。」這

種信仰應屬於哪一原住民族？ 

(A)西拉雅族 (B)噶瑪蘭族 (C)達悟族 (D)賽夏族。 

D6.  本城及其城外的工事、大砲及其他武器，糧食、商品、貨幣及所有其他物品，凡屬於

公司的都要交給甲方。」、「米、麵包、葡萄酒、火藥、子彈、火繩及其他物品，凡所有

乙方從此地到巴達維亞的航程中所必需者，都可毫無阻礙地裝進在泊船處及海邊的公司

船隻。」請問文中的甲方與乙方分別是？  

   (A)甲方：西班牙；乙方：荷蘭 (B)甲方：荷蘭；乙方：西班牙 (C)甲方：荷蘭；乙方：

鄭成功 (D)甲方：鄭成功；乙方：荷蘭。 

B7.  清代時期，有官員目睹以下的情況：「習紅毛字者，橫書為行，自左而右，字與古蝸篆

相彷彿。」請問會「習紅毛字者」，應是原住民的哪一族群？  

    (A)凱達格蘭族 (B)西拉雅族 (C)道卡斯族 (D)噶瑪蘭族。 

C8.  追溯臺灣的地名，往往可以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發展。由前鎮、左營、柳營這些地名，

可以知道  

    (A)這些地名是清朝治理臺灣時的地名沿用至今 (B)這些地名是原住民農業墾殖的基本

單位 (C)這些地名是明鄭時代軍墾屯田的單位 (D)這些地名是荷據時代，漢人來臺墾

殖的單位。 

A9.  (甲）已知用火（乙）使用粗繩紋陶（丙）使用細繩紋陶（丁）使用金屬器。若依時代

順序，下列排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丁 (B)乙丙甲丁 (C)甲丁丙乙 (D)丙乙丁甲。 

B10. 請問下列有關於原住民的敘述何者正確？  

   (A)目前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確認的原住民族共有 14 族 (B)從鄒族另外分出拉阿魯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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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及卡那卡那富族 (C)1994 年始將高山族與平埔族正名為山地山胞與平地山胞 (D)原

住民有文字，漢人移入臺灣後，將部分原住民族語言直接音譯為漢字，成為沿用至今的

地名。 

C11. 1970 年代初期，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教授在臺南地區民間化石採集者的標本中辨認出

一片人類化石標本，經鑑定是生活在距今約兩、三萬年前的人類所有之頭蓋骨。請問下

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是臺灣最早出土的文化遺址 (B)是臺灣最早的史前文化 (C)是臺灣最早的人類化

石 (D)是臺灣原住民的祖先。 

B12. 卑南文化人使用某種材質製成飾品，表現出高超的工藝製作能力，且式樣繁多、造型

獨特，呈現卑南文化人的審美觀。根據這些被當成陪葬品的飾品精細程度判斷，當時已

經有從事飾品製作的專業人員，且成為島內交易的重要商品。請問該材質是  

    (A)石器 (B)玉器 (C)陶器 (D)鐵器。 

B13. 資料一：泰雅族中的「都達」、「德克達雅」、「德魯固」三群，總人口兩萬八千多人，

因為語言與泰雅族不通，爭取正名。三個群中以德魯固群佔 83%，人口最多，因此由德

魯固群主導成立的「太魯閣族」，於 93 年 1 月完成正名。而由都達、德克達雅群支持的

「賽德克族」，也在本月 7 日向原民會提出正名申請。（《自由時報》95 年 4 月 26 日 A11

版） 

    資料二：過去稱為生番、高山族者，主要為分布在中央山地與臺灣東半部的人群；而分

散在平原及濱海地區，一般則稱之為熟番或平埔族。但有趣的是，卑南族、阿美族都不

住在山上，達悟族甚至是道地的海洋民族，巴則海的老家則是在淺山與高地。 

   根據以上資料，對於臺灣原住民族群的分類，正確理解為何？ 

   (A)族群的分類是固定的，決定之後就無法更改 (B)族群的分類有許多標準，沒有絕對的

原則 (C)族群的分類完全以該族的喜好為準，沒有客觀標準 (D)族群的分類是完全客

觀的。 

D14. 在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中，臺灣之商業地位性，受到東來之西洋人日趨重視，而又以荷

蘭人在臺、澎地區經營最力，面對一些競逐者，能利用各種軟硬之方式，在當時終將其

他的競逐者之威脅一一消解。在荷蘭人面臨的這些競爭者中，唯一以武力方式擊敗對方，

而成功解決其經營臺灣之威脅的是哪一國勢力？  

   (A)鄭芝龍之海上盜商集團勢力 (B)日本幕府大將軍統治下的商人武裝勢力 (C)占領澳

門的葡萄牙人 (D)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武力。 

A15. 某一家公司成立於 17 世紀初期，可以自募傭兵、發行貨幣，自行與其他國家簽訂正式

條約，總部設在印尼的爪哇島上，到了 17 世紀末，已經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有、武力最

強大的私人公司。請問：這家公司是  

   (A)荷蘭東印度公司 (B)英國東印度公司 (C)法國東印度公司 (D)葡萄牙東印度公司。 

C16. 《東西洋考》（萬曆四十五年，1617）：「雞籠山、淡水洋。……凡十五社，無君長徭賦，

以子女多者為雄，聽其號令，性好勇，……居數世一易地，……土宜五穀，而皆旱耕。」

請問這一史料所描述的，應是原住民的哪一族群？  

   (A)西拉雅族 (B)道卡斯族 (C)凱達格蘭族 (D)巴則海族。 

D17. 康熙 21 年（1682）閩浙總督姚啟聖派遣黃朝赴臺進行談判，當時明鄭政權立場是「請

照琉球、高麗外國之例稱臣奉貢，奉朝廷正朔……接詔者，削髮過海，在臺灣者，求免

削髮登岸。」清廷認為「臺灣（明鄭）皆閩人，不能與琉球、高麗比照辦理。」談判再

次破裂。可知清廷與明鄭談判破裂的主因是「薙髮留辮」的問題。試問「薙髮留辮」代

表著甚麼意義？  

    (A)是否奉清廷為正朔（統）的問題 (B)朝貢獻納及方法問題 (C)安排接收、駐軍問題 

(D)代表對清朝的徹底臣服（一種國族文化象徵的退讓）。 

B18. 上歷史課時，歷史老師請同學根據「明鄭王國在臺灣的經營」發表意見。 

甲生：漢人王國首次在臺灣出現。 

乙生：對臺灣經營及建設最有貢獻者，首推鄭成功。 

丙生：鄭成功曾實行「寓兵於農」政策，作為拓墾臺灣的主要手段。 

丁生：明鄭王國重視軍事、經濟建設，忽略文教事業發展，因此，臺灣歷史上首座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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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清朝統治臺灣才興建完成。 

以上四位同學論述，何者正確？  

   (A)甲生、乙生 (B)甲生、丙生 (C)乙生、丙生 (D)丙生、丁生。 

B19. 清康熙年間，宋云化由中國大陸偷渡到今臺灣彰化，開墾土地，以農維生。請問當時

屬於何縣管轄？  

   (A)臺灣縣 (B)諸羅縣 (C)鳳山縣 (D)彰化縣。 

B20. 為什麼 l6、l7 世紀臺灣成為國際勢力競逐的地點？ 

(A)臺灣位於東亞海域樞紐，自古以來，各國船隻即以臺灣為航運中心(B)地理大發現之

後，歐洲人以東亞為傳教與經商目標，但是明朝實行海禁，迫使外國人以臺灣為走私據

點(C)臺灣原住民熱情好客，主動與歐人往來(D)臺灣氣候四季如春，適合歐洲人居住。 

A21. 下表是某個政權在臺灣徵收賦稅的概況表，請問這個政權應是？  

(A)荷蘭 (B)西班牙 (C)明鄭 (D)清朝。 

年度 人頭稅 贌社稅 稻作稅 賦稅總收入 

1654 36300 30970 10921 89141 

1655 39600 20880 12955 84571 

1656 47880 23155 7565 87800 

1657 49800 23675 18085 105585  
B22. 清廷有鑑於臺灣北路漢人移民人數日益增加，地方遼闊、鞭長莫及，治理困難，遂於

諸羅縣北部、虎尾溪以北增設彰化縣和淡水廳（如圖）。請問此圖最早出現於何時？  

   (A)康熙年間 (B)雍正年間 (C)同治年間 (D)光緒年間。 

 
B23. 1622 年，荷蘭進據澎湖，並築城作長久占領之計。1624 年在明軍的包圍下，經過談判，

荷蘭同意拆城退出澎湖，在福建官員同意下轉往臺灣。由此反映出什麼狀況？  

   (A)明朝積極招徠外國商人來臺從事貿易 (B)臺灣當時並不是明朝的領土 (C)明朝因外

商來華貿易實施海禁 (D)荷蘭向明朝商借臺灣為商業據點。 

D24. 歷史老師帶領大家討論陳第的＜東番記＞時，班上同學發表下列意見： 

甲生說：「其反映了臺灣十八世紀時原住民的生活型態。」；乙生說：「當時因為沒有漢人

能通曉原住民的語言，所以陳第只好靠自己的觀察來做紀錄，已經算是忠實呈現原住民的

生活型態了。」；丙生說：「陳第的偉大，在於其對原住民的觀察非常廣泛，包括泰雅族、

排灣族等皆有公正而客觀的描述。」；丁生說：「陳第當時要求與打擊『倭寇』的沈有容將

軍同行，故有機會登陸臺灣南部，留下這篇珍貴的紀錄。」。請問：以上四位學生何者對

陳第的＜東番記＞了解才是正確？  

(A)甲生 (B)乙生 (C)丙生 (D)丁生。 

D25. 1667 年，清廷派遣總兵孔元章到臺灣與鄭經議和，鄭經回應：「臺灣遠在海外，非中國

版圖，且先王在日，亦只差削髮二字，依□則可，先王之志不可墜」；認為臺灣不屬中國，

因此無須像投降滿清的人一樣還要削髮，表明臺灣與中國根本不是一國的。□內應填入 

(A)日本 (B)荷蘭 (C)蒙古 (D)朝鮮。 

D26. 有關荷蘭人對原住民的傳教與教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荷蘭人入據臺灣不久，即對高山族展開傳教工作 (B)首先從泰雅族開始，漸及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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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北部 (C)配合傳教工作，荷蘭人也在中部和南部地區設立學校，由傳教士兼任教

師，教導天主教教義（舊教）和生活禮儀規範 (D)學校不僅要求兒童上學，成年男女亦

需利用黎明或黃昏上課，若有不從，則施以罰款。 

C27. 清朝領有臺灣後，恪守為防臺而治臺的政策，對於在臺灣各地設官治理採取消極的態

度，從 1684 年到臺灣設省之前，臺灣地區的最高文職長官是  

    (A)巡撫 (B)總督 (C)道員 (D)知府。 

A28. 西元 1624 年到 1661 年間，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占有臺灣，以之為基地進行東亞貿易。

當時，臺灣哪一種出口商品最具國際競爭力和知名度？  

   (A)蔗糖 (B)樟腦 (C)稻米 (D)茶葉。 

D29. 在臺灣某個文化遺址中，有以下幾項特色：「社會出現分工，即隨之而來的地位分化現

象，可能已進入部落社會」、「開始出現喪葬儀式，而有棺具及陪葬品的出現」、「發現稻

穀、小米痕跡的陶片」等。請問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個文化遺址？  

   (A)網形文化 (B)大坌坑文化 (C)長濱文化 (D)牛稠子文化。 

A30. 附圖是某一場戰爭的行進路線。請問這場戰爭的起因為何？  

   (A)三藩之亂 (B)鄭成功攻臺 (C)施琅攻臺 (D)郭懷一事件。 

 
 

C31. 西班牙於 1626 年派艦隊北上占領臺灣北部，在社寮、滬尾分別建了哪兩座城堡？①普

羅民遮城 ②聖薩爾瓦多城 ③熱蘭遮城 ④聖多明哥城 ⑤蛤仔難城  

   (A)①③ (B)①② (C)②④ (D)②⑤。 

C32. 老師叫同學們寫一篇關於荷蘭時代對原住民族的認識的報告，請問以下哪一資料與這

篇報告並無直接相關？ 

(A)《巴達維亞城日記》 (B)《熱蘭遮城日記》 (C)《東番記》 (D)《東印度事務報告》。 

A33. 清代臺灣自南而北陸續劃定人文界限，起初立石為界，後來以山溪為界，無山溪處，

亦一律挑溝堆土，以分界限。劃界之初曾使用紅筆在輿圖上畫線標示番界經過之地，其

後雖亦使用其他顏色，但習慣仍稱紅線以指稱地圖上無形的番界，以土牛代表地形上有

形之界限。請問這條界限主要區隔哪兩個族群？  

   (A)漢人，生番 (B)閩人，粵人 (C)漢人，熟番 (D)高山族，平埔族。 

B34. 娜美要寫一篇有關原住民藝術創作的報告，她到圖書館找了一些資料和圖片：1.紋面的

泰雅人；2.飾有百步蛇圖騰的排灣族陶壺；3.唱祈禱小米豐收歌的泰雅族；4.日月潭邵族

的公媽籃；5.卑南族的打耳祭，以上何者是正確可用的資料？  

    (A)123 (B)124 (C)145 (D)134。 

C35. 1629 年，荷蘭風聞有漢人海盜藏匿於□□，遂派士兵前往搜查，但在返回熱蘭遮城途

中，荷蘭士兵遭到突擊，幾乎全軍覆沒。□□應填入下列何者？  

    (A)目加溜灣社 (B)蕭壠社 (C)麻荳社 (D)新港社。 

B36. 清初頒布渡臺禁令，無論是百姓或官兵，都只能單身渡臺，不准攜帶家眷，請問這個

政策有何用意？  

    (A)希望來臺人士能專心開墾，沒有後顧之憂 (B)將眷屬留置大陸以作為牽制 (C)眷屬

由政府代為照顧，可得官兵人心 (D)減輕來臺開發者的經濟負擔。 

A37. 康熙 23 年（1684），清廷公布「臺灣編查流寓則例」，其內容含有如下的嚴格規定：「內

地商民來臺貿易者，須由臺廈兵備道查明，並發給路照，出入船隻須嚴格檢查，偷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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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辦，偷渡之船戶及失察之地方官，亦照法查辦；渡臺者不得攜帶家眷，已在臺者不得

搬眷來臺。□之地，為海盜淵藪，積習未脫，其民禁止來臺。」 

    請問□內應填入下列哪一地區？  

    (A)廣東 (B)廣西 (C)福建 (D)湖北。 

※（題組 38-40） 

附圖是清代臺灣行政區演變圖，請根據此圖回答以下問題： 

 
A38. 由「C」到「D」的轉變是哪一件事？  

   (A)平定朱一貴事件 (B)平定林爽文事件 (C)平定戴潮春事件 (D)沈葆楨來臺建設。 

D39. 由「D」到「E」的轉變是在哪一個皇帝在位時期？  

   (A)康熙 (B)雍正 (C)乾隆 (D)嘉慶 

D40. 由「A」到「B」代表何種意義？  

   (A)康熙時期渡臺禁令實施的徹底 (B)雍正時期因為倭寇流竄於東南沿海，所以加強臺灣

的治理（將行政區域再細分） (C)乾隆時期因戴潮春之亂所以加強對臺灣地方治安的控

制 (D)臺灣的開發是由南向北，再由西向東。 

※（題組 41-42） 

這場起事共有 4000 至 5000 名漢人參加，約為當時臺灣漢人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雖然參與

的漢人在數量上占優勢，但是大部分只以鐮刀作為武器，不敵執政當局的火槍。整場事件總

共歷經 12 天才結束，共有 3000 至 4000 名漢人在這場事件中罹難。 

C41. 原住民在這場事件中的立場為何？  

   (A)嚴守中立 (B)幫助漢人 (C)協助當局 (D)先助漢人，再助當局。 

A42. 這場事件中漢人起事的原因為何？  

   (A)必須繳納重稅 (B)不得與原住民交易 (C)不得娶原住民為妻 (D)必須改信基督教。 

※（題組 43-44） 

附圖為荷蘭占據大員時期的統治模式示意圖。 

 
D43. 圖示中的甲、乙分別是  

   (A)甲：西班牙人；乙：西拉雅族 (B)甲：漢人；乙：荷蘭人 (C)甲：凱達格蘭族；乙：

漢人 (D)甲：西拉雅族；乙：漢人。 

B44. 圖示中，乙對甲進行「村社承包貿易」，下列有關此貿易活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A)此為贌社制度，是平埔族以村社為單位，承包對漢人的貿易 (B)必須先繳納承包稅金

的半數後方可進行此貿易活動 (C)此為私下進行之貿易活動，與荷蘭統治當局無關 (D)

該制度使雙方得以展開自由貿易活動。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1.5分，共有 8題，共 12分，答錯倒扣 1/5題分) 

ABDE45. 關於清治時期統治機構建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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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地方行政機構分省、道、府、縣四級 (B)臺灣道為最高文官，負責全臺政務 (C)臺灣

鎮總兵為最高武官，駐府城，歸廣東水師提督管轄 (D)新開發地區設廳，長官為同知或

通判 (E)知府為道之下、縣之上的官員。 

AB46. 明鄭治臺時期，其政治、經濟、文教、軍事的措施如何？ 

(A)政治上，使用桂王永曆年號，並在臺南設承天府，下轄天興、萬年二縣 (B)經濟上，

實施軍屯政策，並積極發展海外貿易 (C)文教上，鄭成功時代即行科舉、建孔廟以尊儒 

(D)社會上，階級嚴明，平民無法受教育 (E)軍事上，和英國合作共同對抗荷蘭和清廷。 

BCDE47. 「鄭成功」，一個幾乎神化的英雄，其事蹟不同時代強調之處有所不同，下列哪些

解釋是合理的？  

(A)為感謝鄭氏收復失土，清領初期官方文獻都稱鄭氏為「民族英雄」 (B)牡丹社事件

後，沈葆楨奏請建「延平郡王祠」，表彰鄭氏的「忠君」 (C)孫中山推行革命，以鄭氏的

「反清復明」來呼應他的「驅除韃虜」 (D)國府遷台後，國民黨推崇鄭氏的「反清復明」，

希望能「反攻大陸」 (E)中共初期強調鄭氏「抗荷」的角色，希望能「抗美帝」以「解

放臺灣」。 

ABD48. 下列有關原住民與史前文化的配對，哪些是正確的？  

(A)西拉雅族──蔦松文化 (B)阿美族──靜浦文化 (C)凱達格蘭族──番仔園文化 

(D)噶瑪蘭族──十三行文化 (E)賽夏族──卑南文化。 

ABCE49. 清廷對臺灣消極治理的做法，表現在哪些方面？ 

(A)駐臺官吏不准攜家帶眷，任期三年，期滿即調離 (B)駐軍採班兵制 (C)對於欲渡臺

發展者，須申請渡航許可證 (D)禁止外國人士來到臺灣 (E)對於原住民族採取漢番隔

離政策。 

CD50. 在臺南新市地區看到一份 17 世紀流傳下來的土地契約，民間稱為「番仔契」，我們在

上面可能會看到哪些文字？ (A)荷蘭文 (B)西班牙文 (C)新港文 (D)漢字 (E)日

文。 

BDE51. 下列關於原住民宗族組織與信仰的敘述，正確的有 

(A)高山族都為父系社會，家系和家業都由男性繼承 

(B)魯凱族和排灣族為雙系社會，家系和家業男女皆可繼承，魯凱族則以男性優先 

(C)賽夏族的矮靈祭，是祭祀賽夏族祖靈的祭典 

(D)卑南族的猴祭，是生命禮儀的成年禮 

(E)布農族的打耳祭是與生產活動有關的歲時祭典。 

ABE52. 西班牙人占領臺灣北部後，原擬藉此拓展對中國及日本的貿易和傳教事業。但因下

列哪些因素，開始計畫撤出臺灣？  

(A)西班牙轉運來臺的白銀逐漸減少 (B)日本實施鎖國政策，衝擊西班牙貿易活動 (C)

明朝政府實施海禁政策 (D)西班牙在臺傳教事業無法順利推展 (E)菲律賓殖民地發生

反抗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