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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考試卷 

高三歷史科(305.306.307)                                三年   班   號  姓名 

答案卡+答案卷 

一、 單一選擇題（每題2分，共48分，1~24題） 

1. 下列是不同臺灣原住民族的社會組織型態，請問哪一族的社會組織與毛利人社會較為接近？    

(A)排灣、魯凱階級分明的貴族社會 (B)賽夏、鄒族以母系傳承為主的社會  

(C)泰雅以祭團維持部落秩序的社會 (D)達悟族以經濟活動為主的漁團組織 

2. 根據你對毛利人的了解判讀以下兩則資料，請問何者正確？ 

資料一：2020年7月，紐西蘭商工辦事處在臺歡慶毛利新年。原民會主委夷將．拔路兒指出「Mata在阿美族語和毛利語都是

眼睛的意思」，凸顯臺灣原住民族和紐西蘭毛利人有「無法分割的連結」。 

資料二：Hina一字在不同的族群中有相似用法，例如阿美語的Hina一詞，代表母親、阿姨。毛利人的Sina也是Hina的變形，

電影「海洋奇緣」中女主角莫娜母親的名字正是Sina。 

(A)無法分割的連結是指臺灣各原住民族與毛利人都有血緣關係 (B)兩族語言的接近與同屬南島語族有關  

(C)可知毛利新年與阿美族的新年應為同一時間 (D)阿美語的Hina用法早於毛利人的Sina 

3. 1845 年，當美國與英國因奧勒岡州的國界問題而產生糾紛時，紐約記者歐蘇利文以「昭昭天命」為觀點，認為美國有權取

得奧勒岡州。他相信將共和民主實施於整個北美洲是上帝賦予美國的神聖使命，未來美式民主的拓展勢不可當，將會隨著盎

格魯薩克遜白人的遷移拓展至北美各處。不久之後，「昭昭天命」的論述，成為帶動整個美國向西拓殖的風潮與立論。同學

若要使用上述資料中的價值觀，作為課堂學期報告的討論內容，那麼最適合用來研究以下哪一主題？    

(A)美國人的資本主義經濟演變過程 (B)美國原住民遷徙的原因與過程  

(C)美國對外戰爭的勝敗原因與成果 (D)美國民主體制的建立以及省思 

4. 在毛利語言復振的成果中，最重要的是承認毛利語成為紐西蘭的官方語言。將毛利語大量系統化與文字化，能有效扶助弱勢

母語，而不只是齊頭式平等或定期出現的選舉口號而已。學習毛利語、參加檢定考試的紐西蘭民眾已經開始擴散到其他非毛

利語為母語的族群，毛利語已經漸漸成為紐西蘭人的共同語言，使毛利語不只是觀光廣告才會出現的「原住民語言」，而是

「紐西蘭特有的公共文化財」。根據上述，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將毛利語列為官方語言是為了促進觀光和國際曝光度 (B)將毛利語系統化是為了將已經滅絕的語言保存  

(C)考毛利語不是因為認同，而是英語人口可獲得利益 (D)毛利語復振運動，有助於紐西蘭毛利人跟英裔人民的凝聚力 

5. 一篇討論毛利人論文的關鍵字中，出現「免疫力」、「疾病」、「抗體」等詞，請問這篇文章探討的主題應為下列何者？    

(A)毛利人與南島語族的關係 (B)毛利人的生活習慣 (C)毛利人人口驟減的因素 (D)毛利人與自然共存的情形 

6. 甫至紐西蘭時，毛利人穿著來自故鄉的樹皮衣，後來改穿以亞麻為材料的織品，請問下列何者為主要原因？   

(A)為適應紐西蘭的氣候就地取材 (B)亞麻布料遠比樹皮衣好穿 (C)受到外來者的審美觀影響 (D)亞麻較樹皮好製成衣物 

7. 1982年紐西蘭政府設立語言巢，積極推動毛利語言教育，試圖拯救面臨消失危機的毛利語。這是因為十九世紀採取的哪一種

政策，使得毛利語言使用率快速下降？    

(A)學校中完全禁止說毛利語 (B)傳教士大量進入毛利人的生活  

(C)鼓勵毛利人離開傳統村落工作 (D)毛利人的新宗教禁止毛利語 

8. 美國開國元勳約翰．傑伊曾說：「一股像西部土地移民的狂潮在蔓延，……一個偉大民族的種子正每天每時播種在山區以西

的地方。」西進源於人們對土地的渴望及利用土地來發財的動機，這場對土地的熱情延續了一個世紀之久。然而這些移民們

並不願意與西部的原住民融合或甚至居住在一個土地區域，在這場西進過程中，許多美洲原住民遭受驅趕、殺戮。請問關於

這場「西進」過程，下列論述何者正確？    

(A)不顧原住民的意願，強制押送原住民前往保留區 (B)政府公正公平地以公定價格認購原住民所有地  

(C)與原住民簽訂合約，劃界分治生活 (D)政府要求原住民放棄所屬地，與給補償金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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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毛利傳統文化中相當重視文身，儘管此一技藝因為殖民的關係逐漸失傳，但近年願意文身的毛利人也逐漸增加，慢慢找回被

遺忘的文化。請問文身在毛利文化的功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用來威嚇敵人展現戰功 (B)可藉此辨認身分與所屬部族 (C)作為藝術審美的創作 (D)用來區分職業和專長 

10. 十八世紀時紐西蘭還鮮有定居的歐洲人，絕大部分人只把紐西蘭當成臨時的落腳點，但隨著歐洲人發現在紐西蘭可以獲取更

多經濟價值，前來移民定居的人增加，雙方衝突增加，但大多數還是小摩擦，然而歐洲人帶來了槍砲軍火以及傳染疾病，致

使毛利人社會出現了極大轉變。請問下列何者是歐洲人對毛利人影響的原因？    

(A)歐洲人大量移居當地，奪取毛利人的工作機會 (B)歐洲人大量捕獲鯨魚海豹，使毛利人糧食來源減少  

(C)疾病與殺傷力強大的武器造成毛利人重大死傷 (D)歐洲人大肆捕捉毛利人為奴隸，導致毛利人死傷慘重 

11. 在紐西蘭，北島也被稱為“Te IkaaMāui”（毛伊的魚），這是因為在毛利神話中，北島是由半人半神的毛伊釣起的巨大魚隻轉

變而來。而在南島上，則有一個被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塔斯曼命名為「殺人者灣」的地方。關於題幹描述，下列何者正

確？  

(A)紐西蘭的土地是由最先發現的人來命名 (B)“Te IkaaMāui”反映出毛利文化的視角 

(C)「殺人者灣」展現了毛利人的血腥殘暴 (D)“Te IkaaMāui”與「殺人者灣」只是地名，不具特別意義 

12. 十九世紀初，約有六千萬頭野牛棲息於大平原上，1869 年貫穿東西部的中央太平洋鐵路通車時，旅客還可以看到鐵路兩旁

的野牛群，……隨著鐵路交通的發展，大城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人類的活動頻繁，慾望增加，無限制地射殺野牛成了白人

的娛樂。……白人加入射獵行列，用的是獵槍、來福槍，甚至使用機關槍，還有坐火車的旅客從火車窗戶對著牛群開槍取

樂。更甚者，聯邦軍隊發現消滅野牛是控制大平原上美洲原住民最有效的方式後，他們採取有組織且大規模消滅野牛的行

動。請問下列關於文章的解讀何者正確？    

(A)白人大量獵捕野牛是因其擁有高度的經濟價值 (B)刻意屠殺野牛是為了打擊美洲原住民的抵抗能力  

(C)中央太平洋鐵路破壞當地生態導致野牛數量銳減 (D)美洲原住民與聯邦軍隊藉由獵殺野牛平衡雙方勢力 

13. 新聞報導，2002年紐西蘭總理阿爾登的公布的內閣名單中，出現紐西蘭首位女性毛利原住民的外交部長――瑪胡塔，此外，

瑪胡塔也在女兒的鼓勵下，於下巴文上毛利傳統的「莫克文面」，象徵其身分認同。請問，紐西蘭總理阿爾登的選擇，反映

了紐西蘭社會的何種情況？    

(A)毛利人已經建立堅強的政治實力 (B)毛利官員偏少顯示社會歧視難撼動  

(C)紐西蘭在族群融合上付出許多努力 (D)毛利傳統的文面已經成為一種流行 

14. 紐西蘭在1998年時以懷唐伊條約為核心，陸續通過了許多與土地資源有關的法條，並在其中強調毛利人傳統的「守護思

維」，在其相關的土地開發上，應該獲得毛利人的「諮商同意」。臺灣的原住民委員會則是在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

設辦法中強調了原住民族的土地、傳統領域、部落土地等，之後若有針對上述類型土地的開發，都需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的

同意。關於題幹的描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題幹中的法案應是強調保護原住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權 (B)題幹中的法案皆是著重於維護原住民族的土地資源權  

(C)「諮商同意」僅為紐西蘭法案規範，臺灣無類似規定 (D)紐西蘭和臺灣針對原住民土地的法案規範已十分完善 

15. 資料一：花蓮阿美族的里漏部落，每八年會舉辦一次船祭，這個祭典源自於祖先來自海上的傳說。 

資料二：阿美族的舞蹈十分柔軟，如同海浪一般，而舞蹈中的急緩，更代表了海浪有時洶湧，有時緩慢的樣貌。綜合以上資

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原住民的文化多與海洋都有關聯，不必特別探究阿美族 (B)阿美族的知識體系與海洋緊密結合，反映在祭典、神話等處 

(C)資料中顯示阿美族對海洋的畏懼，藉由祭典與舞蹈警惕族人 (D)阿美族藉由舞蹈表現對海洋的崇敬，表現出萬物有靈論 

16. 一位於十八世紀被賣到美洲的黑奴說道：「當我抵達海岸的時候，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汪洋大海，以及一艘奴隸船。……一群

船員把我運上船，先將我搬起，拋到船上，接著船上會有人（像檢查貨物一樣）檢查我是否完好無缺……那些帶我上船的黑

人離開，將我遺棄在絕望的深淵當中。我現在了解自己已經完全無法回到故鄉，甚至連好心地讓我再回看一次海岸的希望都

已破滅……。當我們登陸之後，說各種語言的非洲人便一擁而上（找尋是否有來自同鄉的人）。我們隨即被帶往商人的碼

頭，不分年紀或性別，在那裡我們就好像羊群一般等待著拍賣。」關於資料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3 

(A)這位黑奴應是被強制移入美洲成為移民 (B)這位黑奴透過大西洋三角貿易網絡被賣來美洲  

(C)這位黑奴受經濟拉力吸引，前往美洲工作 (D)這位黑奴之後很有可能在菸草或棉花園中工作 

17. 附表為 1665 年到 1666 年間某殖民地的人口調查表，請問這份調查表可用來佐證下列哪一選項？    

(A)信仰喀爾文派的清教徒在美洲殖民地遇到生存危機 (B)聖羅倫斯河的法國殖民者因性別比例懸殊難以發展  

(C)殖民地受到易洛魁部落聯盟的打擊而受損嚴重 (D)黑奴過多，殖民者為保留白人血統向本國求援 

 

18. 根據美國 NBC 新聞 2016 年的報導，切羅基族的司法長陶德漢布姆黎宣布，部落將推翻之前婚姻為一男一女的定義，承認婚

姻平權的效力。他指出，雖然部落並不受婚姻平權規範，但願意支持最高法院的裁決。不過除了切羅基族之外，其他的美洲

原住民部族則尚未通過婚姻平權。請問報導中所提到，部落不受到法律的規範，與下列哪一選項有關？    

(A)切羅基族不願承認美國的合法性 (B)切羅基族有其保留區與自治權力  

(C)美國的法律主動排除切羅基群體 (D)司法長並無相關的現代法律素養 

19. 七年戰爭過後，英國獲得勝利，巴黎和約的簽訂使法國確定全面退出北美洲，而英國人獲得這塊龐大的土地，但新法蘭西雖

然名義上被英國人占領，但實際上只是將上層的法國領導階層趕走，對一般平民來說沒有任何差別。對於當地的原住民而

言，他們認為英國是征服了法國人，但並非征服他們，因此這些土地資源依舊屬於他們，多次打擊英國人的統治，最後在英

國政府發布皇家宣言表示：「任何沒有被轉讓或者出售給我們的土地，都屬於主張的印第安人（以原文譯）所有。」才有效

安撫了原住民。根據上述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國在七年戰爭輸掉之後，全數移民搬移北美洲 (B)英國在七年戰爭中成為歐美列強在北美洲的最大勢力  

(C)英國雖然贏了七年戰爭，但並未獲得實際統治權 (D)皇家宣言對於原住民的土地權毫無任何保障可言 

20. 美國電影致所有逝去的聲音講述黑人少女斯塔爾．卡特與朋友開車時被警察攔下，朋友欲從窗戶拿梳子卻被當作拿武器而遭

到白人警察槍殺，她作為唯一的證人面臨著要不要出庭的抉擇。劇中，同樣也是警察的舅舅說白人警察不覺得殺死黑人算是

犯罪，只是例行檢查的失誤，如果是我也會這樣做，畢竟在黑人社區臨檢本身就要想很多，諸如車子是不是偷的，車內有無

槍枝或者毒品等等；斯塔爾又問舅舅，如果是在白人社區，白人若想從窗戶拿車內的東西，舅舅會怎麼處理，而回應竟是：

「我會請他把手舉起來。」請問這段描述反映了美國哪一種社會狀況？    

(A)「黑人就可能會做危險的事」，此觀念即便是黑人都難以否認 (B)社會普遍認為黑人危險，白人警察槍殺黑人不犯罪 

(C)若遇到同樣情況，舅舅會請白人把手舉起來是出於禮貌 (D)少女的舅舅同樣身為黑人卻不認同自身文化 

21. 康熙中期規定：「不准人民私入番境……此外漢民不得與番民結親……地方官於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之

地，豎石為限，劃界立石。」請問此政策是   (A)沿海遷界令 (B)海禁政策 (C)劃界封山政策 (D)禁止攜眷渡臺政策 

22. 右圖是臺灣貿易的進出口統計圖，根據你的判斷，臺灣貿易轉為出超的主要原因為何？    

(A)清政府廢除內地人民「渡臺禁令」 (B)臺灣正式開港通商  

(C)丁日昌在臺推廣茶、糖等經濟作物的栽培 (D)臺灣建省，建設事業蒸蒸日 

23. 重修鳳山縣志記載：「臺俗尚王醮，三年一舉，取送瘟之義也。……將王置船上，凡百食

物、器用、財寶無一不具；送船入水，順流揚帆而去。」此與何種民間信仰有關？    

(A)媽祖 (B)關公 (C)王爺 (D)土地公 

24. 某個時期的臺灣，經濟建設的重點是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目的在增加生

產、促進經濟穩定與改善國際收支；同時利用國產和美援進口的原料，建立水泥、紡織、

玻璃與自行車等輕工業。這個時期是    

(A)產業升級和自由化、國際化 (B)第一次進口替代 (C)第二次進口替代 (D)出口擴張 

 男 女 

已婚 528 491 

寡 13 29 

兒童與未婚 1493 661 

總人數 2034 1181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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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閱讀題組題（每題2分，共42分，25~45題） 

學者指出，儘管美國境內的少數族裔往往受到政策的壓迫，但反抗的力量卻難以凝聚。舉例來說，1853 年加州禁止華人出

庭作出不利於白人的證詞，理由在於華人族群的地位應等同於非裔美國人與美洲原住民。華人卻認為不能出庭事小，但是被與

其他族裔比較更難以忍受。而華人的態度也點燃其他族群的怒火，如加州政府強制遷徙當地原住民時，酋長便表示：「憑什麼

華人可以在美國各地自由來去，他的子民卻要被隔離於美國社會之外？」愛爾蘭裔的白人移民也對華工頗不友善，因為耐勞的

華工通常是工廠主人的首選，而使他們失去工作機會。 

25. 請問從文章中的舉例來看，學者認為反抗力量難以凝聚的原因應為下列何者？ 

(A)法院中對亞裔族群的不友善 (B)族群間相互對立難以共同合作  

(C)華裔的活動範圍大於原住民 (D)工作機會在不同族群中的差異 

26. 對華裔移民來說，移民美國最大的阻礙便是排華法案，下列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因美國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 (B)只允許以學生身分進入美國  

(C)因二戰時中國與美國為盟友而廢除 (D)1960 年代修改的移民法並不包括華裔 

資料一：「朋友們，今天我對你們說，在此時此刻，我們雖然遭受種種困難和挫折，我仍然有一個夢想。這個夢想是深深扎根

於美國的夢想中的。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

生而平等。』我夢想有一天，在喬治亞的紅山上，昔日奴隸的兒子將能夠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共敘兄弟情誼。我夢

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格優劣來評價他們的國度裡生活。」 

資料二：1920 年，一名名叫瑪麗．泰勒的女子成為仇視黑人的激進團體 3K 黨的公關，在這之前，3K 黨花費大筆金錢刊登種族

歧視的廣告，成員卻未見增加。泰勒則將原本吸收南方白人的目標擴大，利用當時美國對移民不友善的環境，吸納仇視猶太

人、亞裔、天主教、左派、共產黨、無神論者、酒商、演化論支持者等群眾，成功將會員增加至四百萬人，其中多數是中產階

級白人男性。 

27. 泰勒利用美國的社會氛圍，吸引長久以來對移民不滿的群眾，有關歧視移民的情境，下列何者「錯誤」？ 

(A)東南歐的移民從十九世紀末快速增加 (B)對天主教不滿是因美國以新教徒建國  

(C)儘管有排華法案，亞裔數量仍有增加 (D)白人男性的不滿是因移民搶走高薪工作 

28. 從這兩則資料來看，我們可以做出哪項解讀？  

(A)資料一的演說是以非裔美國人為主 (B) 3K 黨的銷聲匿跡，是因為美國社會已經不仇視非裔美國人  

(C)泰勒的手法是利用族群歧視的廣告招募會員 (D)泰勒的方式被識破後，在今天已經無法發揮作用 

後藤新平曾提出以下見解：「社會習俗或制度，必有其長久以來存在之理由，如不明究裡，一味地將文明國家之制度施行於

未開化之地，此謂文明之虐政，……若未詳加了解，即將日本內地之法制施行於臺灣，無異是將比目魚的眼睛變為鯛的眼睛一

般，是不解政治真義之行為。」 

29. 請問後藤新平的見解，呼應了總督府的那一政策？  

(A)實行「三一法」 (B)推動「市區改正」 (C)廢除「三段警備制」 (D)展開「舊慣調查」 

30. 該見解確立了日本對臺的何種施政方針？ (A)引進近代化建設 (B)殖民地特殊統治 (C)內地延長主義 (D)皇民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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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臺灣於某事件發生後的場景：「我不知道什麼時間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裡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的下午，便

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恐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直到深夜，整個市

區戒嚴，……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請問： 

31. 上文描述的情景是  

(A)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代表國民政府接收臺灣 (B)二二八事件爆發當日臺北街頭陷入混亂  

(C)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軍隊來臺鎮壓 (D)臺灣省主席陳誠宣布全臺戒嚴 

32. 導致上文場景發生的原因為何？  

(A)各地藉由廣播散布消息，刺激臺灣人民起而反抗政府 (B)行政長官陳儀向中央求援，國民政府派兵來臺穩定秩序  

(C)警備總司令部發布各項規定，對付反抗分子 (D)共產黨在臺灣進行滲透，政府下令揪出共產黨成員 

33. 文中描述的過程，對臺灣人民造成怎樣的影響？  

(A)該事件成為禁忌，民間不敢觸及相關議題 (B)臺灣人民不滿政府作為，批評「狗去豬來」  

(C)「共產」思想遭受打壓，人民不敢與之有任何關聯 (D)大批臺灣菁英流亡國外，組織黨外勢力 

1930 年 12 月 8 日，有人針對某件事發出措詞強硬的批評說：「我黨認為此一事件係向來恣意搾取及生活上之迫害與駐在警

官不正、貪戾、殘忍之處置所激發者。應從速將總督、警務局長、臺中州知事以下責任者撤職，並立即保證蕃人之生活，承認

其自由，不阻礙其民族發展之政策，尤其宜乘此機會，對向來為保持官吏威嚴，放任非為亂暴，警察萬能之積弊，加以澈底的

改革。」當時因「此一事件」的爆發臺灣很多山地原住民部落移居到較低海拔地區。 

34. 「此一事件」應該是下列何者？ (A)牡丹社事件 (B)霧社事件 (C)七腳川事件 (D)乙未割臺 

35. 有關當時原住民移居的背景，下列何者正確？  

(A)因為原住民採行火耕，必須隔幾年就搬家 (B)當時負責原住民移居的管理人員多為警察  

(C)總督府採用勸誘或強迫的方式來集團移住 (D)原住民認為長期爬山過於勞累，決定遷徙 

某雜誌發刊詞指出：「□□宣告國民黨政府三十年來外交政策的全面破產，它使國民黨政府面臨統治臺灣三十年來最大的政治

危機。……我們即將來臨的世代，生機盎然，波瀾壯闊，……但是，因為它的視野太過遼闊，使得傳統遺留給我們的軌道、原

則、規範、理想都顯得狹隘，不敷應用。……我們認為在這個波瀾壯闊的新世代到來之前，我們必須徹底從禁忌、神話中解脫

出來，深入、廣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們國家社會的種種問題……。」 

36. 從發刊詞判斷，這份雜誌應該為何？ (A)臺灣民報 (B)自由中國 (C)美麗島雜誌 (D)釣魚臺快訊 

37. □□指的應該是什麼事件？ (A)失去聯合國席次 (B)保釣運動 (C)實施「漢賊不兩立」外交政策 (D)與美國斷交 

38. 此刻的外交困境也影響到台灣政治的發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蔣經國受到外交上的困境致使他解除戒嚴 (B)年輕人紛紛集中在中正紀念堂發起學運 

(C)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大量任用台籍人士 (D)此時的外交困境導致台灣出現政黨輪替 

39. 根據上文，以下那一文章不可能出現在這本雜誌？  

(A)讓地方自治在臺灣生根            (B)壽總統蔣公 

(C)民意代表言論免責權的發展與危機  (D)核能發電之安全問題必須公開討論重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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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鄉驗契給單將竣，應行啟徵新賦，遵查淡（水縣）屬向有大、小租承糧名目，亟須分別辦理。現給丈單，歸小租戶領

執，糧亦改歸小租戶完納，深合就田問賦之義；惟大租戶既不納糧，若照舊額收租，未免太覺便宜。……請自光緒十四年起，

按照上年所收額租，作為十成，以四成貼與小租戶完糧，實收六成即向小租戶收完，仍令小租戶轉向佃人，將大、小各租一併

全收，以昭公允。惟丈單、錢糧俱歸小租戶經手，大租戶無可執憑，將來時遠年湮，恐無稽考，易啟爭端，仍准大租戶隨時照

章開明田糧租額，報縣立案，由官核明，另給印單為憑，以昭信守。」 

40. 請問：這段資料應該是哪一個人的政策？ (A)沈葆楨 (B)丁日昌 (C)劉銘傳 (D)後藤新平 

41. 資料中「按照上年所收額租」的目的是，清丈土地後增加的土地只需繳納正供而不再負擔大租。請問：根據資料，政府希望

藉此一政策，避免正供、大租同時造成下列何者的雙重負擔？ (A)大租戶 (B)小租戶 (C)佃人 (D)淡水縣 

現象一：「一個某卡贏三仙天公祖」。 

現象二：「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現象三：「番兒至老無妻」。 

請根據上文，回答下列問題： 

42. 現象一不是何種因素所造成？  

(A)移民習慣事業有成後才攜眷同往 (B)清初採「渡臺禁令」  

(C)清廷規定渡臺之移民不准攜眷 (D)清廷規定已渡臺者不准招致家眷 

43. 現象二是指何事？  

(A)早期臺灣的漢人男性與生番的女性結婚 (B)早期臺灣的漢人男性與平埔族女性結婚  

(C)早期臺灣的漢人男性想要娶妻十分困難 (D)早期臺灣的漢人男性無法攜帶家眷來臺   

44. 現象三是由於什麼原因所造成的？ 

(A)是由於現象一所造成的 (B)是由於現象二所造成的 (C)是由於清朝政府的壓迫 (D)是由於來臺移民的屠殺  

45. 現象二的情況，直到何時才改善？ (A)鄭氏治臺初期 (B)清廷治臺初期 (C)1860 年代之後 (D)割讓臺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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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答案卷 

高三歷史科(305.306.307)                                三年   班   號  姓名 

三、非選題（每題 2分，共 10分） 

※本張答案卷請繳回 

※未寫班級座號姓名者扣 5分，錯字扣 1分。  

 

資料甲：乾隆 10 年（1745）：「臺郡……自南至北，綿亙二千餘里。崇山之內，皆生番所居；界外平埔，係熟番、漢民零散相處。

從前定有地界，立石開溝。」 

資料乙：乾隆 25 年（1760）：「淡防廳一帶，從前原定火焰山等界，僅於生番出沒之隘口立石為表，餘亦未經劃清。今酌量地處

險要，於依山傍溪處，即以山溪為界；其無山溪處，亦一律挑溝堆土，以分界限。」 

資料丙：乾隆 55 年（1790）：「查臺灣地土膏腴，易於謀食，無籍民人，愈聚愈多，往往深入內山，墾越滋事。……從前以紅、

藍、紫色畫線為界，今即添畫綠線，以別新舊。臣查界外未墾埔地，既已分給屯丁耕種，丈溢田園（清丈後多出之田地），又歸

民佃征租，各有定主，似可毋慮奸民覬覦……占墾之風，自可禁絕。」 

46. 資料甲、乙提到「立石開溝」、「挑溝堆土」，所指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7. 呈上，清政府設置目的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8. 資料丙提到「從前以紅、藍、紫色畫線為界，今即添畫綠線，以別新舊」。清政府需不斷重新「畫線」，原因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9. 資料丙的官員認為「占墾之風，自可禁絕」，其理由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本統治臺灣之初，由於缺乏殖民經驗，統治上呈現出一片混亂的情形，甚至還必須編列「補償金」，解決臺灣總督府的財政

赤字問題。一直到兒玉源太郎就任總督後才有所好轉。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推行一連串以「舊慣溫存」（尊重風俗習慣的雙軌統治）

為中心的改革，其中土地整理不但明確土地所有權，大幅增加稅收，更保障了土地交易的安全。請問： 

50. 根據上文敘述，總督府在土地改革上有何作為，而能明確土地所有權，解決了清治以來的什麼土地亂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