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選擇題１００％（共 30 題，第 1 題到 10 題， 
每題 3 分；第 11 到 30 題，每題 3.5 分） 

1、早期中國大陸的漢人移民來臺，泉州人大多居於沿海平原，

漳州人則居於內陸平原，而客家移民居於丘陵地帶，這些

來臺移民居住地的分布具有下列何種特性？ (A)為避免

衝突才分散居住 (B)事先協商過才會如此分布 (C)同籍

聚居的現象明顯 (D)隨信仰不同而選擇居住地。 

2、早期移民來臺灣的漢人，會供奉原鄉的神明；例如：下列

哪一位神明多由泉州人供奉？ (A)保生大帝 (B)開漳聖

王 (C)三山國王 (D)義民廟信仰。 

3、呈上題，這些早期移民來臺的漢人會供奉原鄉神明，代表

下列何種意義？ (A)靠群體力量保護水源 (B)凝聚族群

的地域意識 (C)擴大宗族的勢力 (D)增加械鬥武裝的力

量。 

4、下列哪一位神明自古以來即為海上守護神，更是臺灣人普

遍信仰的神明之一？ (A)十八王公 (B)關公 (C)文昌帝

君 (D)媽祖。 

5、清領初期，臺灣地區「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這種亂

象與下列何者有密切關係？  (A)原住民不滿清朝統治 

(B)西方勢力強力的介入 (C)清廷採放任政策 (D)無業遊

民的人數眾多。 

6、清領時期，臺灣中下層民眾通常用下列哪一種方式，來增

加本身的勢力，反抗清朝的統治？ (A)祕密結盟 (B)宗

教組織 (C)農民團體 (D)同業公會。 

7、清領時期下列哪一場反政府的民變，發生的時間最晚？ (A)

朱一貴事件 (B)戴潮春事件 (C)林爽文事件 (D)郭懷一

事件。 

8、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後，移民來臺的漢人，大部分來自中

國大陸何處？ (A)山東、河北 (B)雲南、廣西 (C)廣東、

福建 (D)江蘇、浙江。 

9、清領初期，民變械鬥頻傳；在這種情況下，下列哪一種角

色最容易被利用，造成更嚴重的治安問題？ (A)傳教士 

(B)原住民 (C)羅漢腳 (D)行郊成員。 

10、清領時期，臺灣社會由祭祀「唐山祖」漸轉為祭祀「開臺

祖」，轉變的意義為下列何者？ (A)信仰開臺祖的人數超

越唐山祖 (B)不同祖籍的移民，供奉不同的神明 (C)開

臺祖的重要性超越唐山祖 (D)來臺移民逐漸形成認同臺

灣鄉土的意識。 

11、呈上題，唐山祖與開臺祖最大的差異，為下列何者？ (A)

居住的地區 (B)組成的性別 (C)人數的多寡 (D)祭祀

的對象。 

12、清領前期臺灣文風漸盛，與下列何者沒有直接關係？ (A)

經濟繁榮 (B)偷渡者增多 (C)官民提倡 (D)教育機構

增加。 

13、清領臺灣前期，住在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大部分可能選擇

下列何種性質的學校就學？ (A)私塾 (B)儒學 (C)社

學 (D)書院。 

14、呈上題，當時的各式教育機構中，以下哪一種機構是屬於

官方設立性質？ (A)書院 (B)社學 (C)儒學 (D)私塾。 

15、「出超」是指一個國家的貿易出口總值大於進口總值；在

清領時期，臺灣從何時開始，對外貿易即轉變為出超的現

象？ (A)1830 年代以後 (B)1850 年待以後 (C)1870 年

代以後 (D)1860 年代以後。 

16、清領時期，臺灣茶葉主要產地在臺灣北部丘陵，而以下列

何地為茶葉的出口港？  (A)艋舺  (B)打狗  (C)安平 

(D)滬尾。 

17、清代的哪一場戰爭，迫使臺灣進入世界的經濟體系之中？ 

(A)中法戰爭 (B)鴉片戰爭 (C)英法聯軍 (D)日俄戰爭。 

18、有關於臺灣開港通商前後的貿易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開港通商前後的貿易量差不多  (B)開港前以稻

米、蔗糖為主要出口物，開港後出口物以茶、糖、樟腦為

主  (C)開港前的貿易區大於開港後  (D)開港前的貿易對

象為洋行，開港後貿易對象轉為郊商。 

19、臺北淡水真理大學內有一所理學堂大書院的遺跡，這是由

清領後期哪一位傳教士所興建的學堂？ (A)馬雅各 (B)

馬偕 (C)甘為霖 (D)巴克禮。 

20、當時來臺的西方傳教士主要的目的除了傳播信仰之外，主

要還包含下列哪些不同的身分？ (A)教師與醫生 (B)軍

火商與翻譯家 (C)航海家與天文學家 (D)銀行家與貿易

商。 

21、呈上題，這些西方傳教士不斷來臺之後，帶給當時臺灣社

會何種影響？ (A)全面改採西式的教育制度 (B)帶動留

學海外的風氣 (C)西方文化漸入民間 (D)有助於清廷推

動的改革。 

22、清同治末年，清朝在對外交涉時，犯了下列哪一項錯誤，

才會失去琉球這個藩屬？ (A)用琉球當做條件換取西方

勢力介入 (B)承認敵國出兵是「保民義舉」 (C)將駐守

在琉球的軍隊撤離 (D)用金錢將琉球賣給日本。 

23、清領後期，沈葆楨對臺灣的建設項目中，以下列哪一項對

臺灣東部的影響最大？ (A)設立行政區 (B)設立砲臺 

(C)劃界封山 (D)開發道路。 

24、清同治年間牡丹社事件的發生與下列哪一族群與外人的衝

突有關？ (A)泉州人 (B)客家人 (C)原住民 (D)漳州

人。 

25、呈上題，此事件的爆發與下列哪一個強權有關？ (A)日

本 (B)美國 (C)荷蘭 (D)德國。 

26、沈葆楨鑑於當時臺灣人口漸多，為方便管理，在北部增設

下列哪一行政區？ (A)臺北府 (B)淡水廳 (C)噶瑪蘭

聽 (D)苗栗縣。 

27、右圖是劉銘傳在位期間的政治措施

之一，由此圖顯示的內容，帶來的

最大影響為下列何者？ (A)吏治

清明 (B)治安改善 (C)經濟繁榮 

(D)稅收增加。 

28、劉銘傳治臺時期，將行政區調整為

三府一直隸州十一縣三廳，其中的

「直隸州」是位於下列何處？  (A)

臺灣西部  (B)臺灣東部  (C)臺灣北部  (D)臺灣南部。 

29、有關清領時期的原住民政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早期設土牛溝隔離漢番 (B)沈葆楨鼓勵漢人入山開墾 

(C)劉銘傳最早廢除劃界封山政策 (D)劉銘傳設撫墾局管

理歸順的原住民。 

30、清末哪一場戰爭為了爭奪中南半島某一藩屬國的宗主權而

爆發；戰爭期間還波及臺灣的安危？ (A)鴉片戰爭 (B)

英法聯軍 (C)中法戰爭 (D)日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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