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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一歷史科第二次期中考測驗 

考試範圍：歷史(一)3-1~4-1章        適用班級：105~108班   □答案卡 □答案卷                                                                 

一、 單一選擇題：40%(每題 2分，需畫卡) 
1.臺中有一土地公廟「合福祠」，祭祀的並非一般的福德正神，而是「查封公」，關於「查封公」的介紹如下：「『查封公』出身於

當地富族，曾領導八卦會，率眾攻破彰化縣城，清廷為平定此事而開啟與臺勇合作之先例，最後歷經三年才將亂事平定。」

請問「查封公」應是下列何人？   (A)朱一貴 (B)林爽文 (C)戴潮春 (D)吳沙 

2.資料一：在合理範圍以內，美國所做任何事，都沒有改變中國局勢的可能；美國若做其所未做的事，對局勢也不會產生影響，

這是中國內部勢力造成的結果，結局是中國內部所決定的，是一方怠忽職責所形成的。 

資料二：鑑於共產黨軍隊占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到太平洋區域的安全，並威脅到該區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動的美國部隊，

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防止對臺灣的任何攻擊。請問是因何事的爆發，造成美國的外交方針從資料一轉變為資料

二？   (A)中國大陸淪陷 (B)韓戰爆發 (C)八二三砲戰爆發 (D)越戰爆發 

3.1906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因為本島人不知道新器的正確度以及帶來的利益，特別是量器和舊制的差異很大，所以捨棄舊器

採用新器的人寥寥無幾，他們也會擔心貿易的問題，不過因新器容易計算方便交易，得到部分人的支持。官府務求使販賣和

修繕新器的價格更為低廉，修繕以快速為旨，若需要較長的修繕時間，期間也販賣替代物供使用，盡力排除新制的困難。」

請問對於上述資料的解釋何者正確？    

(A)可知臺灣已經全面普及統一的度量衡制度      (B)臺灣人因為會遭政府剝削而反對使用新制  

(C)部分人支持新制是因為可以減少臺灣島內的交易成本 (D)不使用新器主要是當時臺灣人未有度量衡概念的緣故 

4.歷史學家 John M. Meskill 稱譽他是「臺灣自治運動的領袖與文化的褓母」，他是日治時期臺灣主張非暴力抗日的代表人物之

一，無論是新民會、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以及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組織，他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請問：他是誰？ 

(A)林獻堂 (B)蔣渭水 (C)連雅堂 (D)謝雪紅  

5.1943 年在某場集會上，各國領袖達成以下共識：「日本自中國人所得到的所有領土，比如滿洲、臺灣及澎湖群島，應該歸還給

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下列有關此文件的解讀，何者最為合理？    

(A)文件正式取得臺灣主權 (B)中華民國因該文件取得戰勝國的地位  

(C)中華民國因該文件得到強國支持其取得臺灣主權 (D)中華民國因該文件獲得強國協助對抗日本 

6.有篇文章指出：「臺灣總督府的委任立法權早晚得廢止，而在臺灣施行帝國議會通過的法律。並且，將來由臺灣住民選出代

表，出席帝國議會，也只是時間的問題。以上這樣的見解，是以帝國憲法施行於臺灣為前提所獲得理論上的結論。但當今帝

國的統治方針，是依據實際上的考慮而制定。因為臺灣的三百四十萬漢民族有悠久的歷史、特殊的民情俗、固有的思想文

化，是否能與內地的大和民族用同一制度統治，不無疑問。將帝國議會所制定的法律施行於臺灣，這種忽視殖民地特性的做

法，並不是最好的殖民地統治政策」關於此文作者的意見，下列何者正確？    

(A)作者支持後藤的「無方針」統治方法，依照實情制定法律 (B)該作者應支持六三法撤廢運動，應將帝國法律施行於臺灣 

(C)此時應為法三號施行之時，故臺灣總督府仍有委任立法權 (D)此文可能發表於一戰之後，作者強調須重視臺灣的特殊性 

7.清治時期曾有官員批評：「臺灣吏治，黯無天日，牧、令能以撫宇(平撫天下)、教養為心者不過百之一、二，其餘非性耽安逸，

即剝削脂膏。」關於評論所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種情況讓臺灣羅漢腳人數眾多，衝突不斷 (B)此種情況使得臺灣經常與外國勢力發生衝突  

(C)此種情況和臺灣人群來源的多元性有關 (D)此種情況是造成臺灣民變及械鬥不斷的原因 

8.附圖是「時的紀念日」宣傳海報，譯文：「時間是金，時間不待，請相互遵守時間。」該圖在臺灣歷史上所反映的意義為何？   

(A)總督府展開皇民化運動 (B)總督府推廣現代生活制度 (C)總督府禁止本地傳統陋習 (D)總督府引進西方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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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軍閱讀臺灣史書刊時，看到一張戰爭路線圖如下。請問這張地圖的歷史背景為何？    

(A)鄭成功取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 (B)鄭經出兵西征中國大陸響應三藩之亂反清  

(C)清康熙年間施琅率大軍迫降鄭氏政權 (D)清軍攻占金、廈迫使鄭經退守臺灣  

10.有文獻記載：「明洪武五年，湯信國經略海上，以島民叛服難信，議徙之近郭。二十一年，盡徙嶼民，廢巡檢而墟其地。」

請問「墟其地」的「地」為何處？   (A)澎湖群島 (B)金門島 (C)馬祖列嶼 (D)臺灣島 

11.臺海使槎錄記載：「作亂後，土人呼為鴨母帝。……童謠有云：『頭戴明帽，身穿清衣；五月永和，六月康熙』。」關於此段資

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為清治時期最後一次大型動亂，曾攻陷臺灣府城 (B)起因為臺灣知府的苛政，引發官逼民反  

(C)稱林爽文事件 (D)亂平後清廷調整行政區域，並開放進入山區拓墾 

12.「我簡大獅係臺灣清國之民，皇上不得已以臺地割畀日人，日人無理，屢次去我家尋釁，且姦淫妻女。我妻死亡，我妹死

亡，我母與我嫂死亡……自臺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倡義。唯我一介小民，猶能聚眾萬餘，血戰百次，

自謂無負於清。去年大勢既敗，逃竄至漳，猶是歸化清朝，願為子民。漳州道府既為清朝官員，理應保護清朝百姓。然今事

已至此，空言無補。唯望開恩，將余杖斃，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千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由

以上資料可知，這是屬於何種性質的抗爭？   (A)反清復明 (B)扶清滅洋 (C)清治時期的官逼民反 (D)武裝抗日 

13.日治時期，總督府曾將臺灣的統治區劃為三個等級分別治理，如附表。請問這一個政策實施的背景是： 

等級 地區 管理者 

一等地危險區 山澤 軍隊、憲兵 

二等地不穩定區 中間地帶 憲兵、警察 

三等地安全區 村落、城市 警察 

(A)日治初期，臺民武裝抗日不斷 (B)噍吧哖事件後，總督府制定的緊急措施  

(C)霧社事件後，日本重新革新理蕃政策 (D)皇民化時期，日本加強穩定臺灣治安  

14.1919 年 8 月，臺灣的第一任文官總督上任時，發表施政方針：「如果臺灣成為帝國領土的一部分，當然隸屬帝國憲法統治的

版圖，不能和英、法諸國的殖民地一視同仁。所以，統治方針要以這個大精神為出發點，推行各項設施經營，使本島民眾成

為純然的帝國臣民，應教化善導，使馴其向我朝廷忠誠，涵養對國家之義務觀念。」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這個時期亞洲殖民地開始向殖民母國爭取自治 (B)這個時期日本已經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  

(C)這個施政方針的頒布主要是因為臺灣多起武裝抗日的爭取  (D)這個政策成功的同化臺灣人成為日本皇民  

15.相同的時代烙印往往造就了一個歷史世代，例如稱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出生的人為「嬰兒潮世代」，又如稱民國五○年代出

生的人為「五年級」。學者研究 1920 到 1930 年間出生的臺灣囝仔，他們在成長期間接受國家提供的軍國教育，而「玉碎」

(全滅)、「散華」(陣亡)、「若櫻」(年輕軍人)、「赤紙」(召集令)等詞彙更成為他們共同的詞語。根據這些共同的詞彙及其成

長年代，最能貼切反映這個世代的稱呼是 (A)現代化世代 (B)工業化世代 (C)反傳統世代 (D)戰爭期世代  

16.這項建設，象徵著日本帝國利用新的現代技術，控制這座新取得的島嶼──臺灣。它加速了日本對臺灣的殖民剝削，但也因

為新式運輸帶來的便利，不僅讓住民受惠，也隱然推動臺灣人民發展為一個整體。請問這項建設可能是？  

(A)嘉南大圳 (B)新式教育 (C)縱貫鐵路 (D)新式糖廠  

17.1920 年代，臺人知識分子覺醒，臺灣文化協會曾舉辦許多通俗學術講習會；並開辦「夏季學校」，又推動文藝活動的普及(如

電影巡迴隊)。請問推動上述活動的目的為何？  

(A)推動白話文運動 (B)彌補中等教育的不足 (C)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 (D)宣揚臺灣獨立的思想  

18.「同樣是殖民統治，英國對澳洲、加拿大統治，美國對菲律賓的統治，所採取的殖民地自治主義，才是最進步、最理想的制

度。相反的，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越南，德國合併法屬阿爾薩斯與洛林兩省，俄羅斯統治烏克蘭，以高壓手段強制施行同

化政策，反而刺激殖民地人民的反感，群起反抗，甚至激發人們的獨立意志，最後終將喪失這些領土。」請問作者用這段言

論在爭取什麼？ (A)臺灣獨立 (B)臺灣自治 (C)經濟獨立 (D)司法公正  



3 

19.以下為有關前後兩任臺灣巡撫劉銘傳(簡稱劉)、邵友濂(簡稱邵)的評論： 

甲：詩人評論劉：自古眾志方成城，不聞鐵車(火車)與敵戰。又況勞民復傷財，民窮財盡滋內患。 

乙：邵接替劉擔任臺灣巡撫，他以節省經費，與民休息為由，一反劉所為，將其新政幾乎全部終止，使最有意義的西學堂亦

被他所撤廢，尤可痛的為鐵路工程的停止。 

我們如何理解這兩段資料？  

(A)兩段資料都肯定劉銘傳 (B)兩段資料都肯定邵友濂  

(C)資料乙批評邵友濂，肯定劉銘傳 (D)資料乙肯定邵友濂，批評劉銘傳  

20.資料一：「唐景崧將重兵集中在臺北附近(基隆、淡水一帶)及澎湖。有鑑於牡丹社事件時日本由南部的瑯嶠登陸，因此命劉永

福分兵駐防恆春、東港一帶。另為了防範日軍自南崁登陸，由背面進攻臺北，又以丘逢甲的義軍及林朝棟的棟軍駐守南崁、

新竹一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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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二：「民主國的兵力雖有約十萬人，但組成分子參差不齊，來自湖南、安徽、福建、廣東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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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還有不少是海盜、土匪。而士兵入伍的目的也

不是要抵抗日軍，他們只關心能否拿到報酬。這些各省兵勇彼此衝突，也與臺灣當地土勇不合。」 

請問上述兩則資料認為臺灣民主國失敗的主因為何？ (A)兵力不足 (B)無法統合 (C)族群械鬥 (D)水土不服  

二、 閱讀題組題：50%(每題 2分，需畫卡) 
※閱讀下列資料後再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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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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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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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閱讀二林事件後，謝衢在法庭的答辯。 

  「當日早晨我與謝普騎著自行車去謝才的蔗園，卻看見警官和會社員，各排一隊，雄糾糾的怒目四視，似要打起架來的樣

子。過了一會兒，會社員矢島軍治突然躍入蔗園，頻呼工人下手採刈(注：割取)，蔗農不肯，正在強硬的制止，或拋土塊，或投

蔗頭。秩序很紛亂，我出來勸止說：「你們蔗農所要爭議的是錢，打架的一事決不是你們可以做的。他們既要用橫蠻的手段，你

們可以一齊進入蔗園去，但不要妄動，只好好的站著就夠了，他們也決不會把你們的腳趾斬斷吧！」但眾人未入蔗園之先而警

察隊已一齊拔劍，刃光燦然，如臨大敵！當時有些民眾欲撲近奪劍，我急往阻止，故站在我近邊的遠藤部長的佩劍與制帽方才

保得住，該部長也對我深深表示謝意！由此說來，奪劍的一事不待我申辯也明白了。至於毆打遠藤巡查的一說更是荒唐。」 

23.請問：根據資料，二林事件的引爆點應該是？  

(A)會社強刈甘蔗，警察又措置失宜 (B)二林地區的蔗農驍勇好鬥先打人  

(C)警察及會社員使用刈刀攻擊蔗農 (D)謝衢奪下遠藤巡查配劍後毆打他 

24.當地農民與該會社爆發衝突，許多農民被捕。後來，臺灣的農民運動受日本勞動黨影響，逐漸國際化與階級化。請問：哪一

個組織與日治時期臺灣農民運動並無關聯？ (A)臺灣文化協會 (B)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C)臺灣民眾黨 (D)臺灣共產黨 

※以下三則資料是美國政府與中共的三份公報的部分內容： 

資料一：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商定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資料二：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

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 

資料三：美國政府茲聲明其並不謀求執行長期對臺銷售武器的政策，對臺灣武器銷售的質或量，均不會超過美「中」兩國建立

外交關係後，近年來(美國對臺灣)所提供之水準，美國意圖逐漸減少對臺灣之武器銷售。 

25.這三段資料出現的時間依序為 (A)一二三  (B)二三一  (C)三二一  (D)二一三 

26.請問下列關於這三份公報所呈現的時代氛圍與意義之敘述，何者為非？  

(A)美國對中共釋放善意，是冷戰期間的權宜外交策略之一  (B)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改善，導致中共與蘇聯關係從友好到緊張   

(C)公報發表後，嚴重打擊臺灣的國際地位  (D)不過美國並未完全斷絕與臺灣的官方關係及軍售 

27.資料一公告之後，美國內部也擔心台灣靠近中華人民共和國，若遭遇中國入侵，美國恐怕難以反應，因此在 1979 年便通過一

法案來保障台灣的權益，請問該法案為何？ 

(A)《中美共同防禦條約》(B)《台灣旅行法》 (C)《臺灣關係法》  (D)《臺灣保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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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甲～圖丁為臺灣早期四個開發階段的行政區劃分圖。請問： 

    

        甲                 乙                 丙                 丁  

28.由圖甲演變至圖丁，可以看出臺灣整體開發的走向為何？ (A)由北至南 (B)由東向西 (C)由南向北 (D)由山區至沿海  

29.附表是臺灣某地在某一時期所呈現的人口結構，最接近哪一張圖所呈現的時期？ 

戶

數 

人口

總數 

60 歲以上人

數 
16～60 歲人數 

16 歲以下人

數 
合計 

79 257 男 6 男 250 男 無 男 256 

(A)全都符合 (B)圖乙→圖丙 (C)圖丙→圖丁 (D)都不符合  

※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日方假借《臺灣治安警察法》的條例，運用大批警力，在臺北法院檢察官長的指揮下，非法在臺逮捕重要幹部 41 人，並立

即將重要幹部判刑入獄，禁錮四個月計有蔣渭水、蔡培火，禁錮三個月計有蔡惠如、林呈祿、石煥長、林幼春、陳逢源。此事

件爆發後，《臺灣民報》的銷售發行份數突破一萬份大關，讓日本當局體認臺灣人的決心。  

30.根據上述資料研判，當時所發生的事件是因為蔣渭水、蔡培火等人發動什麼行動？  

(A)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B)二林蔗農抗議 (C)宣傳臺獨思想 (D)發行《臺灣青年》雜誌  

31.此事件發生後造成什麼影響？  

(A)文化協會爆發路線之爭 (B)成立臺灣民眾黨以宣傳民權、自治  

(C)總督府宣布州、市、街庄協議員半數開放民選 (D)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持續進行，並未因此事件而中挫  

※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清治臺灣社會衝突嚴重的原因很多，清朝政府輕率、無能的辦事態度，以及縱容地方衙役、綠營士兵間互鬥，也要負相當

責任。臺灣的地方政府從不把在地居民視為一體，沒有「臺灣人」這種族群，臺灣居民仍然是泉州人、漳州人和客家人。對於

彌補群族間的裂隙，有關當局也都沒有採取任何有效措施。一旦民間爆發械鬥，地方官員基於擔心轉成民變事件，常常做出匪

夷所思的判斷。有時不敢、不願介入械鬥，錯失尋求妥善解決之機，有時則是相反，積極介入械鬥後，反而擴大、惡化整個衝

突局面。部分不肖的官員、衙役或綠營士兵，假藉「會拿」的名義，實際上對地方人士勒索錢財，擒拿肇事者只是他們的附屬

任務，更惡劣的狀況是，如果勒索不成，甚至會放火把村莊給燒了。另外，這批從福建、廣東渡海而來的綠營班兵，因三年一

調而長期離鄉背井，臺灣複雜的社會環境、朝廷鞭長莫及的管理，讓他們也經常興風作浪，成為社會案件的主角，包娼、開當

鋪和賭場、搶劫樣樣都來。從福建廈門同安來臺南府城駐紮的班兵，就曾建立區域信仰的祖廟公廳，聚集一起彼此隨時支持，

搞不清楚是為了保安平亂，還是自成黨派為非做歹。十九世紀中葉的臺南府城，已經被班兵們依據原鄉或其他條件劃分成若干

勢力範圍，肆無忌憚地在大白天裡公然搶奪居民，還涉嫌當地居民的殺人命案。1789 年(乾隆 54 年)，在彰化縣發生班兵向當地

居民借錢，因欠債反而被殺的例子。其他班兵因故內鬥的案例更是層出不窮。 

32.根據上述資料，清治台灣社會衝突嚴重的原因下列何者為是？ 

(A)政府態度積極，民眾性質頑劣不堪   (B)地方政府以法為政，積極治理群眾   

(C)官員態度反覆，時而介入時而放任   (D)軍人長期駐守台灣，導致勢力過大 

33.根據上述資料，作者如何看待來臺的班兵？  

(A)班兵填補衙役不足，積極介入械鬥處理形成統治特色 (B)班兵在臺開設當鋪、賭場等，掌控械鬥肇事者的錢財  

(C)班兵在臺南府城劃定管轄範圍，有效遏止宗教類械鬥 (D)班兵本來是要去防戍的，卻反而加深了臺灣治安問題 

34.根據資料描述及上課所學，資料中陳述的情況可看出清治初期的社會狀態要等到何時臺灣社會才會漸趨穩定而政府有所改

變，原因為何？ 

(A)十八世紀中葉；實施科舉 (B)十九世紀中葉；外力入侵 (C)二十世紀中葉；政權更替 (D)二十一世紀中葉；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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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十一月六日上午九點，埔里找來兩百四十四人，辦了一場所謂的「模擬選舉」，他們被告知有十五位候選人，鄭成功即在

這場跨時空虛擬戰局以七十二票奪冠，打敗日本陸軍軍神乃木希典的廿二票、海軍軍神東鄉平八郎的九票。 

  埔里所以辦模擬選舉，因再過半個月，台灣即將進行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之前，台灣人沒有投過票，選過民意代表，不

知道選舉為何物，於是各地紛紛調訓選民，講習兼演練如何投票。果然，台灣第一次當選民，對投票毫無概念，蘭陽地區一模

擬，就發現無效票高達兩成。 

  十一月廿二日，台灣史上第一次選舉揭幕，當時報紙給了一個趣味的形容「處女選舉」，實際上就是要選出七市、卅三街

(如現在的市鎮)、三百廿三個庄(如現在的鄉)的議員。台北這邊，有三個投票所，一早飄著細雨，但五點就有人搶頭香，來到樺

山小學校(今警政署)。只見校門口旁立了長排的旗幟，寫著候選人的名字，都用雙竿張開，不像現在的單竿布旗會迎風飄盪。 

35.請問，臺灣史上第一次的選舉，發生於什麼時候？  

(A)1895 年台灣民主國成立時   (B)1935 年開放部分地方自治後  

(C)1949 年國民政府撤退來台後 (D)1996 年總統直選時。 

36.臺灣首次的選舉，「某個組織」在這過程中扮演了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這個年代，這個組織可以說是台灣當局最能夠容忍的

團體，因為他們的訴求是以體制內改革為主並且承認當局對台灣的有效統治，並於集會時相當有秩序。請問這個組織是？  

(A)臺灣民眾黨 (B)中國民主黨 (C)民主進步黨 (D)臺灣地方自治聯盟。 

※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自臺灣歸入帝國版圖之後，時日尚淺，百廢待舉，且土匪蜂起頻繁，臺灣與內地之間的距離又甚遙遠，兩地往來交通不

便，風俗民情又與本國互異，故施行與本國同一法令，實屬困難。」基於這個理由，帝國制定了該法案，其第一條規定「臺灣

總督於管轄區域內，得公布有法律效力之命令。」總督可以不經過中央立法機關通過，得權宜在臺灣發布與法律同等權限的命

令。雖然有總督評議會機構的存在，但其成員是由總督以及總督府高級官僚組成，總督為議長，權力的中樞仍然來自總督。 

37.請問該法案為？  

(A)六三法 (B)法三號 (C)戒嚴令 (D)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38.由上文內容可知，該條法案制定的特色為？  

(A)將臺灣與內地一視同仁          (B)賦予統治者立法的權力  

(C)限制臺灣人民集會、結社、言論的基本人權 (D)積極改造與同化臺灣人民。 

※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台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即台灣未順，亦不足為治道之缺，……海賊(指鄭氏)乃疥癬之疾，台灣僅彈丸之地，得

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之廣，裸體文身，不足共守。日費天府金錢而無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

矣。 

資料二：臣奉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薄，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

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至，飭

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逆孽乃一旦凜天威，懷聖德，納士歸命；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資皇上東南之保

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 

資料三：今幸克取臺灣矣，若棄而不守，勢必仍作賊巢，曠日持久之后，萬一蔓延再如鄭賊者，不又大費天心乎？……況臺灣

廣土眾民，戶口十數萬，歲出糧錢似乎足資一鎮一縣之用，亦不必多費國帑。此天之所以為皇上廣輿圖而大一統也，似未可輕

言棄置也。 

39.上述三則資料是關於鄭清政權交替時對臺灣的主張，對於臺灣的看法有所不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資料一與資料二觀點相同 (B)資料一與資料三的觀點相同 (C)資料二與資料三的觀點相同 (D)三則資料毫無關聯 

40.資料一可能出自誰之口？ (A)鄭成功 (B)鄭經 (C)鄭克塽 (D)康熙 

41.資料二可能出自誰之口？ (A)施琅 (B)沈葆楨 (C)丁日昌 (D)劉銘傳 

※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過去，總督府對付臺灣社會反抗行動，直接訴諸武力鎮壓，從不手軟。1915 年 7 月，余清芳、江定等人在臺南新

化、左鎮等地發動攻擊，燒毀警察局、殺害十幾個警察，並以天命氣數神明之說，鼓勵人民起義，推翻日本統治。玉井一役反

抗軍死傷無數，十數個村莊受戰火波及，事件後村中幾乎看不到成年男子。」 

資料二：「1920 年代以來，總督府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反抗型態：這些反抗者並非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反而多是地主、士

紳、知識分子；他們不訴諸武裝暴力，而是以文字、演說為手段；他們並未主張推翻日本統治，而是要求獲得帝國人民應有的

權利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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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從資料一演變至資料二，主要原因為何？ (A)臺灣人教育程度日漸提升 (B)臺灣逐漸轉成工商業社會 (C)臺灣人破除傳統迷

信思維 (D)臺灣人害怕再因抗日造成死傷  

43.資料二是指哪一個組織？ (A)臺灣文化協會 (B)臺灣民眾黨 (C)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D)臺灣共產黨  

※請閱讀下列資料後回答問題： 

某國一位國會議員批評某次軍事行動，認為當初遠東軍司令部表示：只要派幾艘軍艦在海面行駛，中國就會退兵。現在我

們派了這麼多軍艦前往中國，也不見中國退兵。司令部還說，如果能占領臺灣，中國必定派人求和，現在我們也攻打臺灣，還

沒有聽說中國有求和的意思。這場戰爭的軍費，就讓遠東軍自行負擔，國會不應當為這次軍事行動付錢。 

44.請問該國會議員所提的軍事行動是？  

(A)1840 年鴉片戰爭 (B)1856 年英法聯軍 (C)1874 年牡丹社事件 (D)1884 年中法戰爭  

45.在這場戰役時，中國派遣誰至台灣督辦軍務，甚至後來成為台灣初任巡撫？ (A)朱一貴 (B)林爽文 (C)沈葆楨 (D)劉銘傳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定期考答案卷 

班級：_______ 座號：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非選擇題(共10分，請將本張繳回) 
 

  以下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前發表的相關聲明：「該條約必與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其他諸國業已締結的種種集團防衛條約

所形成的集團安全保障機構結合，並給予強化的作用。同時，這些協定將形成把西太平洋地區對共產主義侵略防衛所不可欠缺

的堡壘。華府與臺北之間的這條約，與其他條約同樣，本質上是在防衛。」請問： 

46.從聲明可知，此份條約的簽訂主要目的為何？(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7.以該內容進行判斷，你認為美國允許中華民國主動「反攻大陸」嗎？(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光緒二十一年割臺消息傳至，臺灣人民刊登一份檄文，內容為：「痛哉！我臺民從此不得為大清國民。我大清國皇帝棄我臺

民，有賊臣大學士……大清國列祖列宗與汝有何仇？太后、皇上與汝有何仇？汝既將祖宗發祥之地，陵寢迫近之區割以媚倭

奴，祖宗有知，其何謂我太后、皇上？……又將關係七省門戶之臺灣，海外二百餘年戴天不二之臺灣……全輸之倭奴。……」

請問： 

48.清廷棄臺後，不僅人民刊登檄文，臺灣政府亦發表文告說：「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臺民擁立何人暫理臺灣政事？(2 分) 

＿＿＿＿＿＿＿＿＿＿＿＿＿＿＿＿＿＿＿＿＿＿＿＿＿＿＿＿＿＿＿＿ 

49.並宣布獨立之國名為何？(2 分) 

＿＿＿＿＿＿＿＿＿＿＿＿＿＿＿＿＿＿＿＿＿＿＿＿＿＿＿＿＿＿＿＿ 

50.臺灣宣布獨立的主要目的為何？(2 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