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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高一歷史科題目卷 

劃答案卡：是      適用班級：不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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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臺灣歌謠〈燒肉粽〉：「自悲自嘆歹命人，父母本來真疼痛；乎阮讀書幾落冬，出業頭路

無半項……物件一日一日貴，厝內頭嘴這大堆；雙腳行到欲撐腿，遇著沒銷上克虧，認真

再賣燒肉粽，燒肉粽，燒肉粽，賣燒肉粽……。」這首臺語歌曲描寫的時代背景，最可能

出現在臺灣歷史的哪一階段？  

(A)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宣布戒嚴 (B)戰後光復初期，臺灣經濟蕭條的慘澹狀況 (C)臺灣

由農業社會踏入工業社會，農村青年到都市打拚 (D)剛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仍無法擺

脫日本文化影響。 

A2.以下是關於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的兩岸政策；反攻大陸 三不政策 辜汪會談召

開，正確的時間排序為？  

(A) (B) (C) (D)。 

C3. 臺灣經濟成長自 1965～1974 年期間，號稱「黃金的十年」（成長率達到 10%），但為何

在 1974 年卻僅有 1.12%的成長率？  

(A)八二三砲戰 (B)越戰爆發 (C)爆發石油危機 (D)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衝擊。 

D4.下列人物針對兩岸關係所發表的談話或態度，配對正確的是  

(A)蔣經國–戒急用忍 (B)李登輝–四不一沒有 (C)鄧小平–擱置爭議，追求雙贏 (D)

李登輝–兩國論。 

A5.  (甲)反共懷鄉文學(乙)鄉土文學(丙)現代主義文學(丁)多元化發展。以上關於 1950 年

代後臺灣文學發展歷程，先後順序應為以下何者？    

(A)甲丙乙丁 (B)甲乙丙丁 (C)乙甲丙丁 (D)丙甲乙丁。 

B6. 二里頭遺址的出現地點，與竹書紀年、世本、左傳、孟子等書記載的夏代都城與主要活

動範圍大致相合；又依據碳十四測定之年代，也與史書記載的夏朝年代符合。不過仍有學

者對二里頭為夏代遺跡持懷疑態度，請問其理由為何？    

  (A)遺址出土青銅器數量不足 (B)遺址未發現文字 (C)遺址未發現大型城牆 (D)遺址的

墓室陪葬品稀少。 

D7. 某一時期開始，政府制定財經改革措施，降低關稅、開放進口、獎勵投資，以減免租稅

的方式吸引外資來臺，使臺灣成為美、日兩國的加工基地，臺灣逐漸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

業社會。請問當時加工出口的工廠集中於哪一地區？  

(A)臺北 (B)新竹 (C)苗栗 (D)高雄。 

B8. 下列有關臺灣美術發展之敘述，何者為非？  

(A) 戰後初期，大陸來臺畫家，將中原復古畫風流注臺灣 (B)1957 年成立的五月畫會和東

方畫會企圖以「破墨山水」畫法取代抽象主義的創作 (C) 1960 年代中期普普（POP）、歐

普（OP）藝術流派傳至臺灣 (D)1970 年代鄉土寫實主義美術興起。 

D9. 日人治臺之初和陳儀接收臺灣，雖在時間上各有差異，但兩者最大的相同點為何？  

  (A)臺灣人民均反抗和本地義軍紛起 (B)均採同化政策 (C)均能尊重臺灣人民的風俗習

慣及社會組織 (D)均在臺灣成立特殊行政體系，有別於國內的行政制度。 

D10. 政府發行新臺幣的要點為：「採最高限額發行制，發行總額定為 2 億元；新臺幣與美元

匯兌比率為，新臺幣 1 元兌換美元 2 角；舊臺幣折換新臺幣的比率為舊臺幣 4 萬元折合新

臺幣 1 元。」請問此幣制改革主要是因應當時社會中的哪一問題？  

(A)失業率高 (B)股市大跌 (C)儲蓄率低 (D)通貨膨脹。 

D11. 在民國 60 年代的臺灣，在各方面都面臨了一些挑戰與轉變，以下何者「不是」發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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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 

   (A)政治方面，黨外民主運動對戒嚴體制的衝撞，先後發生了「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

件」 (B)經濟方面，臺灣面對外交的挫敗及石油危機，導致民間投資意願低落，政府改採

「第二次進口替代」，朝重化工業發展，並推出「十大建設」配合經濟發展 (C)外交方面，

分別發生「退出聯合國」，及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外交面臨嚴峻考驗 (D)文化方面，

由於經濟起飛，西方文化傳入，西方思潮如泉水般湧入臺灣，白先勇等創辦《文學雜誌》，

廣泛介紹西方文學。 

C12. 在臺灣歷史上，曾經有過「黨外運動」。關於此運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興起的背景主要是國際間「民族自決」思潮，以及日本國內「大正民主」風氣 (B)黨

外運動的開始是在 1940 年代，鼓吹民主憲政及宣揚自由民主理念 (C)蔣經國擔任行政院

長以後，黨外勢力逐漸壯大，參與選舉人數日增 (D)黨外勢力促成解嚴、開放黨禁後，組

成民主進步黨，與國民黨分庭抗禮。 

A13. 一位史家的筆記本記載下列四則史料： 

甲：「臺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有一個前提條件：那便是應該是以臺灣為中心寫出來的東西。」 

乙：「人們很容易地，就可以從這些以鄉村社會和鄉村人物為題材的小說中，滿足他們民

族主義和社會意識的感情。」 

丙：「回歸什麼樣的鄉土？廣義的鄉土民族觀抑或狹獈的鄉土地域觀？」 

丁：「在這片曾被日本占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

何？」 

請問：以上這四則史料都在討論哪一個相關的課題？ 

(A)鄉土文學論戰 (B)中國文化論戰 (C)現代化論戰 (D)全球化論戰。 

D14. （甲）耕者有其田（乙）三七五減租（丙）公地放領。請依出現順序排列。  

(A)甲乙丙 (B)乙甲丙 (C)甲丁丙 (D)乙丙甲。 

C15. 下表統整了臺灣某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請問此歷史事件是    

(A)美麗島事件 (B)中壢事件 (C)二二八事件 (D)國共內戰。 

  

政治上 政府政策失當，部分公務員貪污失職及能力薄弱，引起臺籍士紳不滿 

社會上 軍警作威作福，失業增加 

經濟上 
物價高漲，米價飛貴，統制經濟，與民爭利，處理接收財產不當，接

收人員五子登科（位子、房子、車子、金子、女子） 

文化上 臺灣與中國隔閡頗久，政府不夠了解臺灣實況 

  
C16. 1990 年代，有一位作家在〈一種逝去的文學？〉的文章中說：「那邊要統，這邊要獨。

『漢』『賊』早已兩立，『敵』『我』正在言歡。四十年前的神聖使命，成了四十年後的今

古奇觀。」此一「逝去的文學」所指為何？ 

(A)古典文學 (B)鄉土文學 (C)反共文學 (D)現代主義文學。 

B17. 在史前遺址多元並立的情況下，中國南方和北方聚落型態與作物種類亦呈現不同風

貌，造成此種差異與下列那一因素較有關聯？    

  (A)石器製作方式 (B)氣候環境差異 (C)政權文化不同 (D)餵養家畜種類。 

D18. 有學者認為，商代的甲骨文已是發展成熟的文字，這是從什麼角度所做出的結論？    

   (A)甲骨文最初是用來占卜、祭祀的文字 (B)甲骨文被證明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文字 

(C)目前已發現超過四千個甲骨文單字 (D)甲骨文已具備基本的造字原則（六書具備）。 

C19. 「該法律除了賦予總統緊急處分權外，還刪除了總統只能連任一次的限制，讓總統得

以成為終身職，並將第一屆國大代表改為終身職，創造出萬年國會。該法律不僅成為太上

憲法，架空了原本憲法體制，成為威權體制的法律依據。」請問前文所述的法律是    

  (A)六三法 (B)法三號 (C)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D)戒嚴令。 

B20. 我們都知道金門有三大特產：高粱酒、貢糖、鋼刀。請問不產鐵的金門可以生產著名

鋼刀的原因是    

(A)利用小三通，從大陸進口鐵礦來製作 (B)大部分是利用八二三砲戰留下來的砲彈製作 

(C)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為因應南進政策，將臺灣軍需品運往金門而遺留下來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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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D)為因應古寧頭戰役而大量製造。 

D21. 文獻記載的遠古傳說或神話故事，能不能幫助我們了解古代歷史？    

  (A)不能，神話或傳說都是後人口耳相傳的產物，怪力亂神，無助於了解古史 (B)能，傳

說和神話既能傳諸久遠到今天，就表示其當然正確可信 (C)不能，民初的新文化運動嚴厲

批評中國傳統，已經證明三代以前的歷史純屬虛構 (D)能，重新考究文獻傳述，再與考古

成果相印證，就有可能重建古史。 

C22. 有位學者說：「中國古史的建構，孔子時始於唐虞，司馬遷作史記則始於黃帝，但刪掉

一些不可信的事蹟。」根據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知道傳說時期的古史具有那一特色？   

  (A)時代越早，傳聞越繁多 (B)時代越晚，傳聞越少 (C)時代越晚，傳聞越繁多 (D)朝

代傳說，會隨著時間而逐漸減少。 

B23. 根據附圖所顯示的紋樣，試問其在中國的那一種文物上可以看到？    

  (A)陶器 (B)青銅器 (C)彩瓷 (D)龜甲獸骨。  

 
D24. 附圖是兩種中國史前時代的房舍形式，請問下列關於甲、乙的說明，何者正確？    

  (A)甲房舍形式多位於北方 (B)乙房舍形式的設計是為了防備水患 (C)兩種形式皆出現

在舊石器時代 (D)甲、乙形式的差別是地理環境與氣候所造成 。          

 
甲                   乙 

A25. 某個石器時期遺址出土以下遺物：堆積如山的獸骨、許多遭外力砍斷手腳的人體骨骸、

眾多的小型房舍、破碎的陶器堆。根據你的歷史知識，學者應如何判斷這個遺址可能的時

代？    

(A)殘缺不全的人體骨骸，反映此期可能是戰爭趨於頻繁的新石器中晚期 (B)為數眾多的

小房舍，反映此期可能屬於農業剛萌芽的新石器早期階段 (C)破碎的陶器說明此期屬於舊

石器時期，人類剛開始知道如何製作陶器 (D)堆積如山的獸骨，說明此遺址的經濟型態是

以狩獵為主的舊石器時期。 

D26. 目前市面上的米酒價格不貴，但在西元 2002 年底，價格一路飆漲到一瓶 134 元；由於

米酒價格偏高，導致不肖商人製造、販賣危害健康，甚至奪去人命的廉價假酒。請問當年

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為何？  

(A)稻米大量減產，米價升高，進而帶動米酒價格暴漲 (B)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刻意提

高酒價 (C)不肖商人哄抬價格 (D)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B27. 下列兩岸關係的配對，何者正確？    

  (A)國家政體的討論：中共江澤民一國兩制；中華民國陳水扁兩國論 (B)1950 年代政治意

識對抗：中共解放臺灣；中華民國反攻大陸 (C)處理兩岸事務的機構：中共海峽兩岸交流

協會；中華民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D)1993 年辜汪會談代表：陸委會辜振甫；國臺

辦汪道涵。 

C28. 中國某一史前時代遺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例如象徵財富的玉璧、彰顯權力的玉

鉞，   而墓葬規模及隨葬品的精美程度也有差異。關於此遺址的認識，下列何者正確？    

   (A)此遺址應屬於黍、粟作物區 (B)此遺址位於黃河流域 (C)此遺址當年已具備製作陶

器的技術 (D)此應為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 

C29. 有一個年代，在臺灣年輕知識分子及大專青年當中，興起一股自己作詞作曲，並使用

吉他自彈自唱發表自己創作作品的風氣。這些歌曲的演唱者年紀較輕，曲風清新樸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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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校園及平日所接觸的人事物為創作內容，令人耳目一新，如〈抓泥鰍〉、〈橄欖樹〉、〈小

茉莉〉等，均為當時傳誦甚廣的歌曲。請問：這是哪一年代的普遍現象？  

(A)民國 40 年代 (B)民國 50 年代 (C)民國 60 年代 (D)民國 80 年代。 

D30. 呂氏春秋記載商王湯禱雨於社的故事：「天大旱，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鬼神傷民之命。』於是

剪其髮，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關於此段歷史記載，下列解釋何者較為

適宜？    

  (A)從祈雨可見當時漁業為主要經濟活動 (B)反映商王為了祈雨可以犧牲生命 (C)從商

湯身兼宗教祭祀者可知當時未有充足人力 (D)商湯的祈禱文透露出商人對鬼神之敬畏。 

B31. 商朝曾多次遷都，在目前的考古成果中，還是以河南殷墟的發現最為豐富。請問此種

情況透露出何種歷史事實？    

(A)殷地作為商代開國首都，歷史悠久，文物藏量豐富 (B)遷殷之後商代政治穩定發展，

文化得以持續發展 (C)殷地平民商人經商有成，網羅四方寶物以自誇炫富 (D)商代滅亡

後，周朝以殷墟作為陪都，持續增建。 

B32. 1990 年臺灣的大學生進行一場社會運動：提出「解散國大」、「廢除臨時條款」、「召開

國是會議」及「政經改革」等四大訴求，此運動成為日後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精神象徵。

請問這個運動是    

(A)茉莉花革命 (B)野百合學運 (C)紅衫軍運動 (D)野草莓運動。 

A33.史記提及：「（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

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

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以下關於這則記載的說明，何者錯誤？    

  (A)這段記載屬於神話傳說，無歷史價值 (B)「熊羆貔貅貙虎」可能是部落圖騰的象徵 (C)

反映古代國家的形成 (D)炎帝與蚩尤可能是其他部落聯盟的首領。 

D34. 「□□發起某雜誌，試圖在知識分子間喚起一個『自由中國反共運動』，但很快的，雜

誌重點由宣揚反共轉為鼓吹建立現代民主政治，觸怒了統治當局。□□積極籌組某政黨時

被逮捕，被判刑 10 年；組黨流產、雜誌停刊。」關於前述資料，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被逮捕發生在民國 68 年 (B)某雜誌為《文星》 (C)某政黨為中國民主黨，為臺

灣第一個合法政黨 (D)此事件可以作為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例證。 

A35. 「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十大建設的完成厚植臺灣能源、交通的基礎，這項建設

是在何人擔任行政院長任內推動的？  

(A)蔣經國 (B)孫運璿 (C)蔣中正 (D)郝柏村。 

A36. 民國 32～45 年間，出現許多與臺灣有關的國際文件，如甲：《第一號命令》、乙：《舊

金山和約》、丙：《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丁：《開羅宣言》。請問正確的先後順序為何？ 

(A)丁甲乙丙 (B)甲乙丁丙 (C)丁乙甲丙 (D)甲丁乙丙。 

※（題組 37-38） 

以下兩題為題組題： 

C37. 一首戰後歌謠道：「臺灣光復真吃虧，餓死同胞一大堆，物價一日一日貴，阿山一日一

日肥。」請問歌謠中的「阿山」是指誰？  

  (A)臺灣本地的士紳權貴 (B)協助治臺的日本警察 (C)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官員 (D)住

在山區的原住民族。 

D38. 承上題，導致「物價一日一日貴」的原因為何？  

  (A)日人回國後，將民生物資全數撤走 (B)政府發行新臺幣，造成通貨膨脹 (C)政府實行

威權統治，禁止商業行為 (D)中國大陸戰亂，使臺灣受到牽連。 

※（題組 39-40） 

西元 1954 年考古學家在中國大陸西安附近發現了「半坡文化」。(甲)半坡村落採半穴居式的

住所，約占三萬平方公尺，外圍並圍繞著大壕溝；(乙)居住區中央有一座面積最大的方形住

所，內無灶坑和生活用具，應是聚會場所。 

C39. 根據上述遺跡(甲)可以推測半坡人  

  (A)喜歡過著游牧生活  (B)居所容易淹水  (C)以壕溝作為防禦  (D)不擅長修建住屋。 

B40. 根據上述遺跡(乙)則又可以推測半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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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已經有家庭組織  (B)有公共事務的活動  (C)沒有煮食的習慣  (D)後來遷徙他處。 

※（題組 41-42） 

資料一：二里頭遺址出土了許多玉器、陶器、青銅器，並有大型宮殿的臺基，這些東西的分   

布範圍與存在時間，大致與尚書中所提及的夏朝一致。 

資料二：今從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發現許多商王的名字，但卻看不到關於夏朝的記

載。唯有史記對於夏、商兩朝有較完整的敘述，但史記之成書，離商王朝已八百多年了。 

資料三：夏朝根本就是個虛構的東西，他不過就是後人所捏造出來的想像。時代越後，夏朝

的記載越多，正反應了夏朝是一個逐漸「建構」起來的故事。 

C41. 上述三段資料的持論立場，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資料一對夏朝的存在抱持懷疑態度 (B)資料一與資料二都肯定夏朝的存在 (C)資料

二與資料三的持論立場相類似 (D)三段資料都否定了夏朝的存在。 

D42. 關於資料一的說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尚書是很久以前的典籍，距離現在已太遙遠，不足採信 (B)從出土的大量陶器判斷，

夏朝應該才剛經歷過新時期革命 (C)二里頭遺址也是一種史料記載，並不足以證明夏朝

確實存在 (D)因二里頭遺址與古籍記載中的夏朝位置相當，故推斷夏朝存在。 

※（題組 43-44） 

資料一：1950 年代臺灣工業原料生產能力非常低，時由美國進口到臺灣的農產物資以棉花、

小麥、大豆 3 項農產品為大宗。 

資料二：1953 年臺灣財經官員尹仲容主張「多吃麵粉少吃白米」，希望透過此一運動的推展，

改變國人當時的消費習慣，以市場價值較低的麵粉作為主食，而節約價值較高的白米，來作

為對國家有利的用途。就兩則資料來看，請問： 

A43. 資料一中的進口物資，成為臺灣後來哪二項工業的發展契機？  

(A)紡織業、食品加工業 (B)化學工業、煉鋼工業 (C)造船業、石油工業 (D)電子業、

服務業。 

B44. 資料二提到臺灣麵粉的市場價值會比白米低，其主要原因為何？  

(A)臺灣出產的麵粉比白米多 (B)美國援助以麵粉為主 (C)麵粉比白米營養價值高 (D)

因反攻大陸需要，白米要儲存成為戰備米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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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45. 臺灣在二次大戰後，經濟發展被視為「奇蹟」，其發展的基礎條件有哪些？  

(A)日治時期奠定的基礎 (B)美國的經濟援助 (C)土地改革的成功 (D)國人勤儉的民族

性 (E)中國大陸撤退來臺的資金與技術。 

ABCE46. 有學者認為，青銅器的使用可以作為形成王權體制的標誌，其依據為何？    

(A)鑄造青銅器必須動員相當的人力，也代表組織分工的細膩 (B)青銅器多由貴族壟斷，

以彰顯階級身分 (C)青銅器多刻有獸面紋，顯示統治者欲藉此溝通人神 (D)青銅器大量

運用於農業，顯示統治者控制生產 (E)青銅器的原料難得，掌握礦源是國家的必要手段。 

ABC47. 身為一個商代平民，以下的生活情景或遭遇何者符合事實？    

(A)社會階級分明，經常看得到奴隸 (B)平時務農，耕作習慣多參考曆法 (C)非常迷信，

常以求神問卜的方式解決生活瑣事 (D)喜愛收藏珍品，特別熱衷於形式多樣的青銅器 

(E)除了陶器，生活上亦常使用鐵器輔助。 

AC48. 資料一：根據甲骨文記載，以商與東邊的人方、東南的淮夷、南境的虎方、北境的土

方，或西北的鬼方、羌方，都曾有過和商人作戰的紀錄。 

 資料二：四川三星堆遺址出土後，經證實為夏商時期前後，甚至是更早的一個與中原文

化有一定聯繫的中心。 

請問根據以上兩段資料，我們應如何理解？    

(A)中國文明多元並立的情況，從史前時代延續到了歷史時代 (B)兩段資料皆反映出商代

政權仍處於不穩固的階段 (C)資料一反映出以商人為中心的空間想像 (D)資料一與資

料二顯示中國文明已從一元走向多元 (E)資料一與資料二皆表現出考古與歷史文獻印證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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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49. 1977 年 11 月 19 日爆發「中壢事件」，是臺灣的民主政治中一項值得借鏡的史實，綜

觀當時發生的歷史背景為何？    

(A)正舉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B)仍處於「黨禁」時期 (C)導因於投票所疑似作票 (D)

因黨外人士籌組「民主進步黨」遭到壓制而爆發 (E)結果導致號稱「萬年國會」的第一

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下臺 

CDE50. 有人說：「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韓戰救了國民黨」，請問關於韓戰的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A)起因是南韓軍隊越過北緯 38°線攻擊北韓 (B)當時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臺灣海峽中立化 

(C)中共宣布「抗美援朝」，加入該戰爭 (D)臺澎被納入美國冷戰戰略思維的防禦體系 (E)

美國除提供臺灣軍事援助外，也協助臺灣相關的經濟建設 

ADE51. 1979 年，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告臺灣同胞書〉中寫道：「我們認為，首先應當

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

的任何一種範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請問當時蔣經國提出的回

應有哪些？  

 (A)不接觸 (B)不戰爭 (C)不貿易 (D)不談判 (E)不妥協。 

ACD52. 民國 74 年，因國際情勢不利於經濟發展，政府遂成立「經濟革新委員會」，提出三

化新策略，臺灣從此出現嶄新的風貌。請問三化新策略所指為何？  

 (A)自由化 (B)標準化 (C)制度化 (D)國際化 (E)電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