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C 文中地點「大員」位於今日臺南地區，主要分布的原住民族為西拉雅族，故選(C)。
2. D 描述中提到馬賽人除了自己的語言，又會說一種共同而普遍的語言，以及在某些地方講不

同的語言，可見其語言能力佳，故選(C)。
3. B 陳第東番記主要記錄位於西南平原的西拉雅族。從題幹「故生女喜倍男，為女可繼嗣」可

判斷其為母系社會。

4. D 由題幹中「無市肆貿易，有金錢，無所用」可知(D)正確。

5. A  (A)小米是原住民的重要農作物。

6. A 臺灣原住民族唯一居住在離島的是達悟族，故選(A)。
7. D 臺灣的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系，其祖先與東南亞的南島語系住民關係密切，印尼土著應也

屬於南島語系，故與臺灣原住民族擁有文化上的相似性。

8. A (A)學者分從語言、人種、文化分面進行研究，可加深讀者對臺灣原住民族的認識。(B)題幹

雖指出研究原住民族的不同觀點，但並未有絕對性的證據能證明臺灣原住民族的起源；(C)

文中僅說明由體質人類學可知原住民族屬於馬來人種，但無法以此推論血緣關係；(D)臺灣

原住民族語言各有差異，雖同為南島語族，但語言不一定能相通。

9. B
10. C
11. B 漢人、熟番在番界內；化番、生番在番界外。

12. B 神話傳說的重點往往不在於內容本身，而在於其象徵意義。

13. D  (D)選項並無法在內文看出。

14. C 此為荷蘭時代的贌社制度，每社的標金依鹿皮產量而決定，得標的漢人則負責此社的貿易

與稅金。(A)荷蘭將承包商的權力公開標售，並非指派；(B)荷蘭的統治範圍主要在南部，馬

賽族卻是北部的原住民族；(D)為荷蘭人。

15. C  (C)此規定劃分漢人與原住民族的生活界線，可知為劃界封山。

16. C 由「十七世紀初期統治臺灣南部」可知甲國為荷蘭，而當時在北部則有西班牙人的勢力

（1626～1642年），故可知「內賊」為西班牙。

17. D 由資料一中「高砂軍」、「洗刷霧社事件汙名」，及資料二「南洋的『美好生活』」，可

知應為皇民化運動時期，故選(D)。理蕃之友為1932年至1943年間由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

課編輯、發行之期刊，共有144期，刊有許多臺灣原住民族相關之文章。

18. C 從文中可知此文字出現於十七世紀，為羅馬拼音，且多用於土地文書，可判斷為荷蘭人創

造的新港文。

19. C 從文中的「高士佛社人」可知應為牡丹社事件。

20. C 在牡丹社事件（1874年）後，清廷體認到臺灣的重要性，治臺政策由消極轉趨積極。

21. C
22. D 沈葆楨來臺後，解除了清初頒布的禁令，積極「開山撫番」。

23. B 採取劃地為限的隔離政策，制定「土牛紅線」作為隔離。

24. A 本題可從關鍵詞推敲，首先「招墾戶、給牛種」得知與開墾有關，而從「刊林木、焚草萊

」可知開墾之處為「未經開發的地區」，再從「設隘碉」得知要開墾之處有原住民族活動

，故選(A)。
25. B (A)吞霄社事件後，官府並沒有更改起事社名；(C)麻荳社事件發生於荷蘭治臺時期，與題幹

不符；(D)吳福生事件發生於南臺灣，是大甲西社事件的衍生事件，事件後官府也沒有更改

相關社名。

26. D
27. C 荷治時期為生產米、糖，曾提供農具、種子，招募漢人進行開墾，卻因地租與稅金過重，

導致郭懷一事件的爆發。

28. A (A)贌社制度是將各區番社買賣的權利承包給漢人。

29. D 十六世紀末荷蘭尚未統治臺灣，主要是因為當時原住民族並無建立統一政權，原本應該遞

交給「高山國王」的文書，找不到可以傳遞文書的人，因此無功而返。



30. A (A)荷蘭人統治臺灣原住民族，採取間接統治，將臺灣分為四個原住民族地方集會區。

31. B 官方的界線擋不住漢人越界入墾，導致藍線不斷往內山移動。

32. D 麻荳事件中，荷蘭人以其強大軍力攻擊麻荳社，對原住民族造成威嚇效果，而有更多部族

歸順，此事件後荷蘭人大致控制了臺灣的西南部地區。

33. D
34. C
35. B (B)十七世紀初，西班牙人在臺灣的統治區域涵蓋宜蘭北部。

36. C (A)是貓霧捒圳；(B)是熟番；

37. D 從時間來看，1624年荷蘭人已遭受明軍的壓力，準備撤出澎湖前往大員，且從「肥沃的土
地」、「清水」判斷，此地區應為(C)大員。

38. C
39. B 荷蘭當局用此形容是因為大量漢人移入帶動農產量提升。

40. B 資料中提到「建立聖廟，設學校」，指的是在今臺南市的孔廟，是鄭經接受陳永華建議所

興建，故選(B)。(A)鄭成功來臺時間過短，忙於解決熱蘭遮城、收集糧食，未及考慮到文教

；(C)鄭經是這份資料中的「國君」，並非作者；(D)沈光文並未出仕鄭氏政權，不會對鄭氏

統治者提出這項建議。

41. C
42. D 政府單位未能認可部分平埔族群之原因，一方面是荷蘭時期到日治前期缺乏有據可考的戶

籍資料，因而難以判別族屬，另一方面則是因平埔族群與外來者接觸頻繁，自身文化消逝
快速，兩者皆使得今日考證平埔族群是否為獨立族群的難度較高，故選(D)。

43. A 資料一是平埔族群現況概述，資料二則是平埔族群的史料，若要討論荷蘭時代的原住民族
顯得太過單薄，用於闡述平埔族群尋根運動則較為合適。

44. B ( 1 ) 「1930年、總督、警務局長、臺中州知事、蕃人、警察萬能」等線索，可判斷與霧社事

件有關。故選(B)。(A)牡丹社事件為1874年，恆春，且為清治時期；(C)七腳川事件為1908年

，花蓮；(D)乙未割臺為1894年，與「蕃人」無關。

45. C 總督府採用勸誘或強迫的方式，要求原住民族集體遷居到海拔較低的地區。故選(C)。(A)當

時臺灣的原住民已被要求改為定耕；(B)當時負責原住民移居的管理人員並非警察，而是原

住民青年團；(D)原住民不可能認為長期爬山過於勞累。

46. C
47. A
48. B 從題幹敘述可知，這是荷蘭人剛到臺灣時所建立的城堡，位於大員西岸地區，可看出應為

熱蘭遮城

49. D (A)解釋過於武斷，並未考量實際狀況　(B)郭懷一事件後建立的城堡為普羅民遮城　(C)從

荷蘭人在臺灣的經營發展看來，荷蘭人並非打算暫時占領　
50. D 明朝當時將澎湖視為領土，不能接受荷蘭人在澎湖建築堡壘並要求貿易，沈有容帶了大批

船艦前來，以武力威脅，逼迫荷蘭人撤離，故選(D)。(A)衝突的雙方是明帝國與荷蘭東印度

公司；(B)應該是十七世紀早期；(C)荷蘭人若要製作石碑，不應使用「諭退」一詞貶低自己

。

51. B
52. A
53. B
54. A 本【題組題】為史料判讀題，測驗主題為荷人在臺的殖民統治。題幹敘述中，關鍵訊息為

「駐守臺灣的長官從位於臺灣南部的政治中心出征」、「船隻沿海岸向南航行」，根據政

治中心位於臺灣南部，而清朝統治後期政治中心已移至臺北，可知為清朝統治前期之前的

情況，故首先可以排除(D)；其次，根據船隻從臺灣南部向南航行，可知其出征目的地應在

東海岸花蓮、臺東一帶，而大肚王國位於臺灣中部，海盜蔡牽活躍於臺灣海峽、淡水、宜

蘭一帶，兩者皆應為向北航行，故可以再排除(B)和(C)。綜合以上兩點，判斷出正確答案應

為(A)



55. A 本【題組題】為史料判讀題，測驗主題為臺灣原住民的生活變遷。題幹敘述中，提及村社

的有三處：「在東岸某村社整補」、「攻擊山區另一村社後撤軍」、「在西岸海邊某村社

露宿，社民以米飯、豬肉和雞肉款待」，根據其中社民以米飯款待的情況，可判斷有村社

應已經發展出稻作農業，故正確答案應為(A)。此外，(B)(C)資料並未提及不同村社間的互

動情況；(D)資料也沒有提及村社土地制度的情況，故皆不符合

56. 羅妹號事件

57. 清廷無法有效統治番界（番地無主論）

58. A

59. 切斷原有部落的往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