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C 從題幹中此人率領「八卦會」、攻破「彰化縣城」，清廷為此事件「開啟與臺勇合作之先例」，最終「歷經三年」才

平定動亂，可知此事件為戴潮春事件，故選(C)。 

2. B 資料一是 1949 年美國所發表的對華白皮書，認為中國大陸淪陷是國民黨貪污腐敗所造成的；資料二是 1950 年韓戰

爆發後，美國宣布臺灣海峽中立化，並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 

3. C 由題幹可知日治時期新制度實施前，臺灣島內南北各有其度量衡標準，斤兩制度不一造成交易上的困擾，部分臺

灣人發現總督府統一全島度量衡的單位並且使用新器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因減少換算的動作故可減少交易成本，

故選(C)。(A)由題幹可知，臺灣人大多還是使用舊制，故不選；(B)由題幹可推斷，臺灣人反對的原因主要是新制和

舊制差異大、擔心影響貿易、購買和修繕新器價格高昂，並非遭到政府不合理的剝削，故不選；(D)臺灣人在新制

度新器具出現前已有度量衡的概念，故不選。 

4. A (B)蔣渭水並未參加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C)沒有參與文中所提的任何組織 (D)是最左傾的臺灣共產黨的代表  

5. C 中華民國因題幹內容強調驅趕日本勢力，可知當時二次大戰尚未結束，而內容又強調日本應歸還原屬中華民國之

領土，可推知該會議應是開羅會議。 

6. D 從題幹可知作者了解同化主義（或說內地延長政策），將帝國法律一體適用於日本本土和殖民地臺灣，看似進步與

給予臺灣人權力，但這「平等」的結果其實是抹殺了臺灣的特殊性，故可知此時應是日本在推行同化政策時期，選

(D)；(A)無法依此推論作者支持後藤新平的統治政策；(B)從最後一句可知作者對於是否直接將日本帝國的法律施行

於臺灣仍有疑問，故可能不支持六三法撤廢運動；(C)無法判斷。依內容判斷，頂多只可知此時較可能為六三法或

三一法時期，是總督府的委任立法權仍大的時期，故文中第一段才會提到之後會處理委任立法的問題。 

7. D 題幹所述為臺灣清治時期「吏治不良」的狀況，官員多是耽溺安逸，或是剝削人民，造成人民對公權力不信任，當

有衝突時改採自力救濟，是造成民變、械鬥不斷的原因之一，故選(D)而不選(A)，且造成羅漢腳「人數眾多」的主

因是「渡臺禁令」的限制，與吏治不良較無關；(B)、(C)題幹重點為官吏剝削人民，與外國勢力及族群來源無關。 

8. B 此為「時的紀念日」（1921 年）的推廣文宣，目的是宣導時間的重要性。(A)與皇民化無關；(C)總督府以標準時間

制取代傳統天干地支記時固然是進步的象徵，但不能視後者為「陋習」；(D)標準時間的建立是生活作息的變革，與

意識型態無關。 

9. B 從圖中臺灣稱「東寧」可判斷此應是鄭經時代。此圖是鄭經聲援三藩之亂，出兵中國閩粵，先勝後敗，再退守金、

廈，是當時的鄭軍作戰路線示意圖。 

10. A 洪武為朱元璋年號，可知此文獻所指時間為明朝初年。元代以來澎湖設置巡檢司，明初為防範反明勢力，而採取

「墟澎」政策，將島上漢人居民遷離，故選(A)。 

11. B 從題幹「鴨母帝」、「六月康熙」可知所述為朱一貴事件，此事件是清治初期臺灣吏治不佳所引起。(A)第一次大規

模動亂；(C)朱一貴事件；(D)事件平息後厲行封山，防止餘黨逃入山區。 

12. D (D)乙未抗日期間，抗日軍在行動上以回歸清朝為主。 

13. A 這是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針對日治初期的武裝抗日所進行的「三段警備制」 

14. A 從 1919 年以及「臺灣成為帝國領土的一部分」可知日本要在臺灣實施「內地延長主義」 (B)日本向中國發動侵

略戰爭，始於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 (C)此政策是受到國際間瀰漫的「民族自決」風潮影響 (D)此政策並未達到

實質上的一視同仁，如教育上仍有嚴重的差別待遇  

15. D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正式進入戰爭時期；隨著戰況日益緊繃，臺灣人民陸續被徵調為軍伕或應徵志願

兵，其中大多是出生於 1920 到 1930 年代之間的青年，戰爭的苦痛與悲情便成為他們的集體記憶，故此世代的青

年被稱為「戰爭期世代」  

16. C 臺灣地形屬於南北狹長型，河流又東西流向，加上日治初期各地臺民武裝抗日，為了有效控制，總督府將修建鐵

路視為治理臺灣的首要任務，終於在 1908 年完成基隆到高雄的縱貫鐵路。這項現代建設，除了加強殖民統治，

也使臺灣在空間上形成一體，有助於臺民的意識凝聚  

17. 送分 文中活動推動的目的是要啟迪民智，提升臺灣人民對於臺灣議會設置的認同，進而達成請願運動的成功  

18. B 本文作者以英國、美國在殖民地實行「自治主義」為例，來呼籲臺灣的殖民者應該仿效，唯有開放殖民地部分自

治，才能夠免於像法國、德國、俄羅斯強迫母國文化推行，引發殖民地激烈的反彈  

19. C 甲為批評劉銘傳的言論，認為劉銘傳建鐵路勞民傷財，是導致內亂的主因；乙言論批評邵友濂，贊成劉銘傳的新

政。認為邵友濂將鐵路工程停止是件令人痛恨的事。(A)甲資料反對劉銘傳，乙資料贊成劉銘傳 (B)(D)乙資料批

評邵友濂  

20. B 從資料一的「整個臺灣呈現劃地分防的狀態，很容易造成各使意氣、不相支援的後果」以及資料二的「各個自稱

統領，前線指揮系統難以確立。此外，兵員多是臨時招募，缺乏訓練，很難服從軍令」，可推知整個臺灣民主國

缺乏有規劃、有系統的抗日動員。兵源組成已經參差不齊，又沒有能夠統合烏合之眾的領袖，如此鬆散的軍事調

度，完全無法承受日軍接收時的進攻  

21. D 資料參考自後藤新平的「政治生物學原則」之論點。從內容中可以看出後藤新平認為必須了解臺灣的社會習俗、制

度，因此主張應「以科學方法調查當地之舊慣制度，採順應民情之措施」。 

22. B 後藤新平認為不可以貿然將文明國家（日本）之制度實行於未開化之地（臺灣），即是以特殊方式進行統治，可

見是殖民特殊統治方針。 



23. A 「根據資料」，會社並未得到蔗農同意，就要強行採刈甘蔗；加上警察隊對手無寸鐵的蔗農們如臨大敵般一齊拔

劍恫嚇。故選(A)。(B)看不出來當地蔗農驍勇好鬥；(C)警察使用配劍恫嚇，會社員使用刈刀割甘蔗；(D)謝衢應該

是保護遠藤巡查。  

24. B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僅僅要求地方自治，對於工農等階級意識的概念不感興趣，以免激怒總督府。故選(B)。

(A)(C)(D)或多或少都有支援、指導臺灣農民運動。 

25. D 資料一是 1979 年的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交公報，資料二是 1972 年尼克森與周恩來的上海公報，資料三是雷

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八一七公報。  

26. B (B)中共與蘇聯先交惡關係緊張後，美國才企圖拉攏中共對付蘇聯。 

27. C  

28. C 從四張圖設置行政區域的位置，可知多由南向北設置  

29. B 從附表中可看出青壯年男子的比重較高，顯示當時臺灣並不是一個長期定居、不流動的社會，青壯年高於老年人

口與幼年人口，代表這些青壯年男子多由外地移入，故應為清治臺灣初期 

30. A 此時蔣渭水等人組成「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目標就是要進行臺灣議會的請願活動。但因無實質證據，故一干

人等被關押幾個月就被釋放，不但並未澆熄請願的意願，更強化知識分子繼續請願的決心  

31. D  

32. C 透過資料閱讀，引導學生思考清治時期臺灣社會發生多起械鬥的背景，並了解清初特殊的統治思維與策略  

 

33. D  (A)實際上，擔心械鬥擴展成民變，常不願也不敢介入處理 (B)開當鋪、賭場均已違反軍紀，更不用說違法斂財 

(C)劃定勢力範圍是為了滿足私利  

34. B  

35. B  

36. D  

37. A  

38. B  

39. C  

40. D  

41. A  

42. D 從資料一可看出余清芳發動的抗日事件中，臺灣人死傷人數龐大，故臺灣人不敢再從事武裝抗日，加上一次大戰

後流行「民族自決」思潮，總督府改採同化政策，新知識分子也利用政治抗爭手段，為人民爭取權利  

  

43. A 資料二中有提到以文字、演說為手段來爭取政治上的權利，應是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了讓連署的數

量上升，同年成立了「臺灣文化協會」，用報紙、演講、講習會，宣傳設置「臺灣議會」的重要 

44. D 從題幹敘述可以得出幾個重要線索，首先，這次的軍事行動同時牽連中國和臺灣兩地；其次，「遠東軍」司令部

誤判形勢，以為中國很快就會「從戰場退兵」。 (A)鴉片戰爭，英國具體想解決中英商業糾紛和國家對等問題，

兵臨大沽口等地，最後簽署清末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B)英法聯軍之役，並未出兵臺灣 (C)牡丹社事件沒有

和中國正面衝突 (D)中法戰爭的主戰場在越南，法國遠東艦隊也先後和清廷福建、南洋兩艦隊對決，一度占領

臺灣基隆和澎湖，此選項為正解  

45. D  

46. 反共（避免共產主義的滲透，而非主動以武力打擊） 

47. 否 

48. 唐景崧 

49. 臺灣民主國 

50. 主要目的是為了對抗日本，而非與清朝完全脫離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