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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１００％（共 45題，第 1~20題每

題 2.5分；第 21~45題，每題 2分） 

1、台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的前身為「台南師範學校

附屬公學校」，由此可知，這所學校在日治時期主要是

下列何人就讀的學校？ (A)日本人 (B)各國混血兒 

(C)原住民 (D)台灣人。 

2、下表顯示日治時期某一年臺灣的教育狀況，從表中可

看出當時的教育情形為何？ (A)升學管道不平等，台

人升學不易 

(B) 升 學 管

道暢通，台

人積極就學 

(C) 台 人 跟

在台日人擁

有相同的受

教權 (D)台人比在台的日人更能接受新式教育。 

3、承上題，針對日治時期新式教育制度的缺失，台人利

用下列哪一個方式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A)參加

志願軍 (B)加入義工服務 (C)到海外留學 (D)移民

日本。 

4、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民的中等教育政策上，重視下

列哪項原則，以培育基層技術人員？ (A)補償原則 

(B)公平原則 (C)實用原則 (D)自由原則。 

5、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的課程是由下列何人負責授課？ 

(A)保正 (B)警察 (C)老師 (D)頭目。 

6、某人的祖父在日本殖民台灣的時候，曾就讀當時的最

高學府，此所學校是今日的哪一所大學的前身？ (A)

臺灣師範大學 (B)臺灣大學 (C)台北教育大學 (D)

台北城市大學。 

7、西元 1941 年，總督府為了配合皇民化運動，將小學校

與公學校一律改稱為下列何者？ (A)教育學校 (B)

國民學校 (C)補習學校 (D)皇民學校。 

8、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總督府引進新式教育制度，推行

日語教育，其主要目的為何？ (A)提升台人的公民素

質 (B)實施親民政策 (C)推動教育改革 (D)貫徹殖

民統治。 

9、右圖是日治時期的一份宣傳海報，譯

文是「時間是金，時間不待，請相互

遵守時間。」請問：這是當時總督府

所推行哪種社會風氣的變革？ (A)

建立衛生觀念  (B)確立守法觀念 

(C)培養守時習慣  (D)改良三大陋

習。 

10、臺灣早期傳染病廣泛流傳，直到下列何時才開始有效

的防治霍亂、傷寒、鼠疫等傳染病？ (A)鄭氏時期 

(B)清領時期 (C)日治時期 (D)中華民國在臺灣。 

11、阿庭是日治時期的臺灣人，下列哪一種情景會出現在

他的生活中？ (A)犯了法，接受法院的審理 (B)仍留

著清朝時期的髮型  (C)當時的火車可以隨招隨停 

(D)西醫制度仍未引進台灣。 

12、日治時期，總督府引進下列何種制度，來配合警察和

保甲制度嚴格執行？ (A)教育制度 (B)軍事制度 

(C)司法制度 (D)行政制度。 

13、日治時期，總督府對台灣三大陋習中的鴉片吸食，是

採取下列哪種措施來防治？ (A)罰錢了事 (B)唯一

死刑 (C)開放態度 (D)漸禁政策。 

14、林獻堂與其他士紳在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為了爭取台

人子弟的受教權益，合資建立了下列哪一所學校？ 

(A)台中中學校 (B)台北艋舺公學校 (C)屏東師範

學校 (D)台中農林專門學校。 

15、台北市北投區有座三級古蹟－溫泉博物館，即是日治

時期的北投溫泉公共浴場。請問：這是總督府為了建

立民眾何種觀念而興建的？ (A)守法觀念 (B)消費

觀念 (C)衛生觀念 (D)休閒觀念。 

16、1920 年代起，臺灣人民從武裝抗日，轉變為從事合法

的社會運動；當時這些社會運動的主要訴求為下列何

者？  (A)軍事改革  (B)經濟改革  (C)政治改革 

(D)教育改革。 

17、日本殖民時期，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應有助於治癒

蔣渭水先生在「臨床講義」中提到的臺灣人哪一種病

症？ (A)武裝抗日中的情緒失控症 (B)知識文化營

養不良症 (C)身體抵抗力虛弱症 (D)接受殖民中被

奴役習慣症。 

18、西元 1921 年，林獻堂等人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

運動」，主要是受到下列哪一思潮的影響？ (A)民族

自覺 (B)共產主義 (C)保守主義 (D)民族自決。 

19、曉琪的祖父是日治時期臺灣的士紳，他當時可能會經

歷以下哪一件事？ (A)強迫自己女兒裹小腳 (B)自

由出來競選立委 (C)不須經總督府同意即可辦學 

(D)幫助農民與工人向總督府爭取權益 。 

20、西元 1935 年，總督府進行下列哪一種選舉，成為台

灣首次的地方選舉？ (A)縣市長 (B)鄉鎮長 (C)

地方議員 (D)直轄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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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台灣文化協會發行下列哪一種報紙，傳撥新知，改良

社會風氣？ (A)青年日報 (B)大成報 (C)臺灣民

報 (D)民生報。 

22、日治時代林獻堂等地方鄉紳曾在東京發起，歷經 14

年，且多次的請願活動，主要訴求是要求設置下列哪

一個機構？ (A)台灣立院 (B)台灣法院 (C)台灣

議會 (D)台灣政黨。 

23、下列哪一個組織是日治時期，台灣第一個合法的政

黨？ (A)台灣進步黨 (B)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C)

臺灣文化協會 (D)台灣民眾黨。 

24、每年的 10 月 25 日為台灣光復紀念日，是為了慶祝臺

灣脫離下列哪個政權的統治而成立的？ (A)荷蘭 

(B)西班牙 (C)葡萄牙 (D)日本。 

25、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初期，所有的政策都是以下列何者

為目標？ (A)收復中國大陸 (B)設立亞太營運中心 

(C)政權獨立 (D)加入聯合國。 

26、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成立下列哪一個機

構負責接收的準備事宜？ (A)台灣省議會 (B)台灣

行政長官公署 (C)台灣省政府 (D)台灣民眾黨。 

27、二二八事件是因為查緝員查緝下列何種物品，引爆警

民衝突，導致全臺的大動亂？ (A)私煙 (B)毒品 

(C)假鈔 (D)劣酒。 

28、承上題，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當時的行政首長陳儀如

何因應？ (A)請中央派遣軍隊，協助鎮壓 (B)調集

地方義勇軍，緝捕叛亂者 (C)採用安撫政策，安定

秩序 (D)立即實施改革，順應民意。。 

29、承第 28 題，當時陳儀的權限幾乎與下列何者相同？ 

(A)台灣民主國的總統 (B)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 (C)

荷蘭統治時期的總督 (D)清領時期的台灣巡撫。 

30、承第 27 題，二二八事件發生在何時？ (A)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期 (B)台灣光復初期 (C)戒嚴時期 (D)

退出聯合國以後。 

31、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初期，因無法解決下列哪一方面的

問題，造成民眾極大的不滿？ (A)交通方面 (B)經

濟方面 (C)教育方面 (D)經濟方面。 

32、下列哪項法律頒布後，限制了中華民國憲法的施行？ 

(A)懲治匪徒條例 (B)三一法 (C)兒少法 (D)動員

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33、承上題，政府因為下列哪一個事件才會頒佈此法律？ 

(A)中日戰爭 (B)美麗島事件 (C)國共內戰 (D)退

出聯合國。 

34、民國四、五十年代，情治單位常以涉嫌叛亂、包庇匪

諜等罪名逮捕人民，造成許多冤獄，所以後人稱這段

時期為？ (A)清鄉 (B)戒嚴 (C)白色恐怖 (D)恐

怖統治。 

35、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為確保台灣局勢穩定，開始限

制人民言論、集會與行動自由等，使得下列哪一方面

受到最大的影響？ (A)經濟自由化 (B)出版國際化 

(C)政治民主化 (D)工業現代化。 

36、民國 76 年以前，台灣只有一個國民黨及其附屬的幾

個小政黨，而現在政黨林立，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

因為下列何種人民權益受到限制？ (A)言論 (B)結

社 (C)出版 (D)集會。 

37、中央政府決定遷臺後，基於台海局勢的安全理由，曾

宣布下列哪項措施，影響臺灣政治情勢長達數十年？ 

(A)解嚴 (B)實施憲政 (C)戒嚴 (D)地方自治。 

38、民國 八十 年代後期，臺灣和平轉型為開放、自由的

民主憲政國家。下列何者為此一時期主要的政治建

設？ (A)首次政黨輪替 (B)宣布解除戒嚴 (C)推動

十大建設 (D)實行地方自治。 

39、中華民國的中央民意代表，在下列哪一位總統任內才

全面改選？  (A)蔣中正  (B)陳水扁  (C)蔣經國 

(D)李登輝。 

40、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對於日後臺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

下列何種影響？ (A)人才嚴重外流 (B)族群關係緊

張 (C)被迫退出聯合國 (D)經濟全面起飛。 

41、民國七十年代末期，臺灣政治與社會改革運動逐漸興

起，這與下列哪個原因有關？ (A)宣布解除戒嚴 

(B)傳播媒體影響深 (C)教育水準提升 (D)地方自

治有成效。 

42、承上題，造成這種情形的產生與下列哪一位總統有

關？ (A)蔣中正 (B)李登輝 (C)蔣經國 (D)陳水

扁。 

43、自由中國雜誌是由下列何人主辦，提倡民主制度與政

黨政治；其試圖組織政黨，卻遭到政府壓制？ (A)

蔣渭水 (B)雷震 (C)林獻堂 (B)辜振甫。 

44、下列哪一項史實並非發生在民國八十年代？ (A)直

轄市市長民選 (B)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C)總統

直接民選 (D)開放縣市長直接民選。 

45、民國 68 年的美麗島事件是發生在下列哪一個城市？ 

(A)台北 (B)台南 (C)高雄 (D)花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