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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１００％（共 40題，每題 2.5分；

總分 100分。範圍：L5~L6） 

1、清領時期雖有渡臺禁令的限制，但是中國大陸沿海居

民仍冒險渡海來臺，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戰禍

連年，民不聊生 (B)山多田少，謀生不易 (C)清政

府有計畫的移民 (D)為躲避海盜的侵害。 

2、清領時期，百姓為了爭奪資源，常引發紛爭，在這種

情況下，下列何者最容易被利用，造成更嚴重的社會

治安問題？ (A)羅漢腳 (B)原住民 (C)傳教士 (D)

地方官員。 

3、清領時期，臺灣社會裡下階層民眾常發起下列哪一種

自發性的結盟，往往後來發展為反抗官府或發動暴亂

的組織？ (A)成立行郊 (B)同業公業 (C)祕密結社 

(D)教育團體。 

4、清領初期來臺的漢人移民，泉州人分部於沿海平原；

漳州人居於內陸平原；客家人多分布於丘陵地區，這

些來臺移民的分布具有下列何種特性？ (A)同姓聚

居的現象明顯 (B)同信仰聚居的現象明顯 (C)同行

業聚居的現象明顯 (D)同籍聚居的現象明顯。 

 

※清領前期，來臺的移民因為利益爭奪或反抗官

府，造成嚴重的械鬥與民變的問題。請問： 

5、下列何者不是清領時期百姓械鬥分類的依據？ (A)

姓氏 (B)祖籍 (C)性別 (D)職業。 

6、清朝乾隆年間，臺灣規模最大的民變事件是由下列何

人發動的？ (A)朱一貴 (B)郭懷一 (C)林爽文 (D)

戴潮春。 

7、清領前期，臺灣民間不斷發生變亂，以下哪一句諺語

最能描述這種情形？ (A)「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B)「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C)「紅柿上樹頭，羅

漢腳目屎流」 (D)「一個某，卡贏三個天公祖」。 

8、清領前期，發生大規模的反政府事件中，下列何者發

生的時間最晚？ (A)三藩之亂 (B)戴潮春事件 (C)

林爽文事件 (D)朱一貴事件。 

 

9、清領前期，臺灣文風漸盛，與下列何者沒有直接關係？ 

(A)教育機構增多 (B)官民合力提倡 (C)民眾主動要

求 (D)經濟逐漸繁榮。 

10、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後，當時移居臺灣的漢人大部分

來自下列中國大陸何處？ (A)浙江、雲南 (B)廣

東、福建 (C)江蘇、河南 (D)山東、江西。 

11、彰化鹿港地區保存清朝時期建造的隘門古蹟，此隘門

在當時的作用為下列何者？ (A)為古代城牆的遺跡 

(B)古代監獄的大門 (C)械鬥時的防禦設施 (D)防

止盜賊入侵的關卡。 

12、清領時期，三山國王廟主要是下列哪一地區漢人移民

的信仰中心？ (A)泉州 (B)潮州 (C)溫州 (D)漳

州。 

13、清領時期，來自泉州的漢人移民主要的信仰神明是下

列何者？ (A)關帝聖君 (B)三山國王 (C)開漳聖

王 (D)保生大帝。 

14、清領時期，漢人來臺開墾，希望「有土斯有財」，因

此田頭田尾都有哪一神明？ (A)土地公 (B)媽祖 

(C)關公 (D)有應公。 

15、清領前期，各族群中，祭祀開漳聖王的多為下列哪一

族群？ (A)福州人 (B)溫州人 (C)泉州人 (D)漳

州人。 

16、大明全家暑假去北海岸遊玩，途中看到「十八王公

廟」，這間廟是供奉一群無主孤魂與一隻忠犬。請問：

下列哪一座廟宇的性質和「十八王公廟」相同？ (A)

三山國王廟 (B)開漳聖王廟 (C)清水祖師廟 (D)

百姓公廟。 

17、清領前期，住在臺灣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大部分可能

選擇下列何種性質的學校就學？ (A)儒學 (B)書院 

(C)書房 (D)社學。 

18、清領時期，早期來臺的漢人在宗族祭祀上，最先是以

祭拜下列何種對象為主？ (A)開臺祖 (B)土地公 

(C)唐山祖 (D)關公。 

19、清領前期，臺灣的各式教育機構中，哪一種機構完全

屬於官方設立性質？ (A)社學 (B)書院 (C)私塾 

(D)義學。 

20、清領時期為了振興臺灣的文風，於是設立下列哪一種

性質的學校，以培養政府官員？ (A)儒學 (B)社學 

(C)書院 (D)私塾。 

21、有關於臺灣清朝時期的歷史時間，可分為清領前、後

期，而分期的依據與下列哪一歷史事件有關？ (A)

鴉片戰爭 (B)中法戰爭 (C)英法聯軍 (D)八國聯

軍。 

22、茶葉曾經是清領後期臺灣最重要的出口貨品之一，當

時的茶葉出口港為下列何者？ (A)鹿港 (B)打狗 

(C)安平 (D)滬尾。 

23、臺灣在清領後期的哪一項出口品，曾經是世界產量最

大？ (A)樟腦 (B)咖啡 (C)茶葉 (D)香蕉。 

24、下列哪一項因素是造成臺灣經濟的重心北移，的主要

原因？   (A)北部的人口數量超越南部   (B)北部

茶、樟腦業的貿易額超越南部  (C)北部開拓的土地

面積超越南部 (D)清廷對北部的重視程度超越南部。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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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領後期臺灣開港之後，除了外國商人來臺進

行商要活動外，也有許多傳教士來臺宣揚西方

的宗教。請問： 

25、當時西方傳教士來臺之後，帶給臺灣社會的主要影響

為下列何者？ (A)帶來東方專業的醫學技術 (B)

發起反政府的社會運動 (C)傳入西方新式的教育文

化 (D)引入新穎的西方生活娛樂。 

26、臺灣開港後，下列哪一位西方傳教士是較早到臺灣南

部傳教的人？  (A)馬雅各  (B)南懷仁  (C)利瑪竇  

(D)馬偕。 

27、在清領台灣時期，被稱為「臺灣口腔外科的先驅」者

為下列何人？ (A)馬雅各  (B)南懷仁  (C)利瑪竇  

(D)馬偕。 

 

28、清廷將臺灣的行政層級改為「省」，是受到下列哪一

戰爭的影響？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中

法戰爭 (D)八國聯軍。 

29、清領後期，下列哪一位地方官員最先修築道路，打通

台灣東部？  (A)沈葆楨  (B)丁日昌  (C)劉銘傳 

(D)邵友廉。 

30、西元 1874 年，即清朝同治年間，日軍為處理琉球漁

民被殺事件，於是派兵攻臺，造成許多原住民的傷

亡。請問：這一歷史事件是指下列何者？ (A)朱一

貴事件 (B)林爽文事件 (C)戴潮春事件 (D)牡丹

社事件。 

31、位在新北市淡水地區的滬尾炮臺東南門上題有「北門

鎖鑰」四字，此砲臺在下列哪一場戰役中發揮防禦作

用？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中法戰爭 

(D)八國聯軍。 

32、清朝光緒 13 年，若在今日的苗栗一帶發生暴動，負

責處理此事的最高行政機構應是下列何者？ (A)臺

北府 (B)臺中府 (C)臺南府 (D)臺灣府。 

 

※清領後期，沈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等人先後

來臺，他們在臺灣積極推行的各項建設，使臺

灣成為當時清帝國最現代化的地區之一。請問： 

33、當時沈葆楨與劉銘傳來臺的共同背景為下列何者？ 

(A)均與貿易活動有關 (B)均與宗教糾紛有關 (C)

均與戰爭事件有關 (D)均與民變械鬥有關。 

34、現今臺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有一輛古老火車

頭「騰雲號」，是下列何人在臺灣的建設成果？ (A)

沈葆楨 (B)丁日昌 (C)劉銘傳 (D)邵友廉。 

35、承上題，此位官員修築臺灣鐵路時，是以下列哪一地

為中心，向北、南加以修建？ (A)竹塹 (B)大稻埕 

(C)鹿仔港 (D)諸羅。 

36、有關沈葆禎、丁日昌、劉銘傳三人的原住民政策，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沈葆禎設土牛溝為生番與熟

番的界線 (B)劉銘傳立西學堂教化原住民 (C)丁

日昌廢除畫界封山的禁令 (D)劉銘傳對原住民採取

征討與安撫並行的策略。 

37、清末來臺的丁日昌對臺灣開發的貢獻，主要是在下列

哪一方面？  (A)興建鐵路  (B)開發通往東部的道

路  (C)將臺灣改制為行省  (D)嚴懲貪官汙吏。 

38、劉銘傳在臺灣興辦各項建設，當時建設經費的主要的

來源是下列何者？  (A)清朝中央的補助  (B)西方

國家的捐贈  (C)臺灣各地富商巨甲的捐獻  (D)丈

量田畝，清理賦稅。 

39、清領後期，沈葆楨奉命來臺，他為了加強海防，曾在

各地修築炮臺。請問：他架設炮臺的地點均位於臺灣

哪一地區？ (A)北部 (B)南部 (C)東部 (D)西

部。 

40、下列何者為沈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先後治理臺灣時

共同的施政重點之一？ (A)興建西部鐵路 (B)開

山撫番 (C)機器開採煤礦 (D)架設公用路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