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正反面皆有試題） 

一、選擇題（共 40 題，每題 2.5 分，總分 100分；

範圍：L3~L4） 

1、阿明是日治時期的知識分子，當時的時代背景，讓他

至少精通兩種語言，這與臺灣總督府在臺灣推動下列

哪一項項政策有關？ (A)新生活運動 (B)皇民化運

動 (C)內地延長主義 (D)無方針主義。 

2、日治初期，為了讓在臺的日人子弟就學的內容和日本

本國一樣，於是設立下列哪一種學校專供他們就讀？ 

(A)公學校 (B)日語講習所 (C)國民學校 (D)小學

校。 

3、日本治臺期間，臺灣總督府實施的中等教育，是以下

列哪一選項為主要原則？ (A)公開 (B)公平 (C)實

用 (D)升學。 

4、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各地設「國語講習所」，推行

日語教育，依當時總督府的政策來看，其主要目的為

下列何者？ (A)爭取臺灣人民的認同 (B)促進臺日

民族融合 (C)貫徹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 (D)端正社

會文化風氣。 

5、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基於統治的需求，在教育政策

方面，主要採取下列哪一種主張？ (A)差別待遇與隔

離政策 (B)公開、公正與公平原則 (C)偏重在臺日人

子弟的受教權 (D)全民皆受義務教育。 

6、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使得臺民難以進入

高等學府深造，唯有下列哪一個管道較易提供臺人受

高等教育的機會？ (A)改變國籍 (B)從事公職 (C)

移居外國 (D)赴外留學。 

7、現今臺灣正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希望能提高人

民知識素養，使學生未來更具有競爭力。請問：臺灣

最早實施國民義務教育是在下列哪個時期？ (A)皇

民化運動時期 (B)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C)無方針主

義時期 (D)臺灣民主國時期。 

8、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替下列哪一族群設立蕃人公學

校，教授修身、國語、算術等科目，以落實日本政府

的殖民政策？ (A)日本人 (B)客家人 (C)原住民 

(D)美國人。 

9、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想要增加臺灣社會的人力資源，

實施了下列哪一項措施，讓當時的臺灣婦女可以加入

工作行列，提高生產力？ (A)強迫入學 (B)放足 (C)

斷髮 (D)改變穿著。 

10、臺北市北投區新民國中附近有座三級古蹟—「溫泉博

物館」，它的前身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興建的「北

投溫泉公共浴場」。請問：當時臺灣總督府建立這座

公共浴場的目的，是要民眾養成下列何種觀念？ (A)

養成守法觀念 (B)現代衛生觀念 (C)養成守時觀念 

(D)培養休閒活動。 

11、下圖是日治期臺灣總督府所發行的海

報，海報內容是希望民眾對於疾病要有

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請問：這樣的宣

導對於下列哪一選項帶來直接的影

響？ (A)改善臺灣的投資環境 (B)提

升學生的美術能力 (C)促成死亡率下

降 (D)移入臺灣的人口增加。 

12、如果阿玲為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她的生

活中最有可能出現下列哪一種情景？ (A)中學畢業

後能輕易升上台北帝國大學就讀 (B)可以從臺中港

搭船去日本旅遊 (C)生病了可以去西式醫院就診 

(D)從小一定要纏足。 

13、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實施哪一種措施，讓臺灣民眾

養成守法的觀念？ (A)透過巡警挨家挨戶耐心勸導 

(B)雇用臺人擔任酷吏，嚴刑峻罰 (C)透過各種宣傳

與教育方式，灌輸現代法治觀念 (D)鼓勵告密，以

高額獎金誘導。 

14、承上題，臺灣總督府為了有效控制社會、維持秩序，

引進西方近代法律概念，並設置下列哪一個機構，審

查案件？ (A)法院 (B)立法院 (C)分局 (D)調查

局。 

15、臺灣人習慣使用農曆來記日，直到下列哪一個時期，

才開始推動星期制，以配合官方統治與工業生產的需

要？ (A)鄭氏治台時期 (B)清領前期 (C)清領後

期 (D)日治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的知識分子紛紛

投入政治社會運動。其中最早且歷時最久的便

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這場活動中，

知識分子倡導設立臺灣議會，但一直未受到日

本政府的許可。繼之而起的是林獻堂、蔣渭水

所設立的臺灣文化協會，此組織以提升臺灣整

體的文化為其目標，因此在各地舉辦演講會、

讀報社等活動，希望增進民眾的基本知識與識

字率。 

16、臺灣的知識份子放棄武裝抗日之後，改以政治社會改

革為主要訴求，是受到下列何種思潮的刺激？ (A)

民族自覺 (B)自由主義 (C)民族自決 (D)啟蒙運

動。 

17、由上述的內容可推測出，這個時期應該是處於臺灣總

督府統治臺灣的哪一個階段？ (A)無方針主義時期 

(B)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C)皇民化運動時期 (D)新

生活運動時期。 

18、西元 1920 年代起，臺民對日的抗爭活動，漸漸轉變

為政治社會運動，以較溫和的手段向臺灣總督府提出

下列哪一方面的訴求？ (A)教育方面 (B)政治方面 

(C)經濟方面 (D)交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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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蔣渭水在「臨床講義」一文中，對臺灣的現況提出診

療報告書。他認為「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應有助

於治癒當時臺灣人的哪一種病症？ (A)道德欠缺，

不遵守律法 (B)崇洋媚外，背棄傳統文化 (C)衛生

習慣不佳，疫情四起 (D)知識文化營養不良，缺乏

民族意識。 

20、承上題，下列何者不是「臺灣文化協會」為了啟迪民

智，所辦的活動？ (A)上街頭抗爭 (B)設立讀報社 

(C)舉行演講會 (D)辦理夏季學校。 

21、承第 19 題，「臺灣文化協會」發行下列何種刊物，作

為啟迪民智的宣傳工具？ (A)臺灣新生報 (B)臺灣

日報 (C)臺灣新民報 (D)臺灣民報。 

 

22、下列有關西元 1935 年臺灣總督府對地方自治的改革

及選舉的敘述，何者正確？ (A)臺灣民眾可以直選

臺灣總督 (B)當時的選舉方式沒有年齡限制 (C)地

方行政首長全面民選 (D)地方議員代表半官選半民

選。 

23、蔣渭水等人為了宣導民權與地方自治等概念，於西元

1927 年成立了下列哪一個組織？ (A)臺灣農工團體 

(B)臺灣民眾黨 (C)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D)臺灣自

民黨。 

24、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隨即

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任命下列哪一人擔任行

政長官？ (A)陳儀 (B)蔣中正 (C)魏道明 (D)陳

誠。 

25、承上題，此人的權限幾乎與下列何者相同？ (A)清

領時期的臺灣巡撫 (B)臺灣民主國的總統 (C)日治

時期的臺灣總督 (D)中華民國的省長。 

26、臺灣光復初期，物價飛漲，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造

成經濟通貨膨脹的主因為下列何者？ (A)將台灣物

資運往中國，支援國共內戰 (B)為擴大內需，物資

限制出口 (C)爆發美麗島事件，警總發佈戒嚴 (D)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物資採配給制度。 

27、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因查緝員查緝下列哪一種物

品，引爆警民衝突，導致全臺的動亂？ (A)私菸 (B)

偽鈔 (C)槍枝 (D)毒品。 

28、臺北車站附近的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

園」，並在園內設立二二八和平紀念碑，這樣的作法，

代表下列哪一種意涵？ (A)提醒國人記取歷史教

訓，撫平歷史傷痛 (B)紀念臺灣首次的政黨輪替，

和平轉移政權 (C)設立紀念碑可增加新公園的可看

性，使其成為觀光景點  (D)要民眾切記慘痛的經

驗，對於當局者要絕對的服從。 

29、民國 36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全臺爆發大規模的

衝突，於是臺灣各縣市地方人士紛紛組成下列哪個組

織，希望利用和平的方式，要求政府改革與維持社會

秩序？ (A)臺灣農工團結聯盟 (B)二二八事件處理

委員會 (C)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 (D)臺灣文化

協會。 

30、民國 36 年，國民政府因為下列哪一件史事的發生，

宣布進入動員戡亂時期？ (A)二二八事件的產生 

(B)國民政府撤退來臺 (C)國共內戰的爆發 (D)美

麗島事件的影響。 

31、政府播遷來臺，為鞏固臺灣內部安定而實施戒嚴。在

戒嚴期間，下列哪一項人民權利沒有受到限制？ (A)

集會 (B)宗教 (C)出版 (D)結社。 

32、承上題，宣布解除「戒嚴令」的，是下列哪位總統？ 

(A)蔣經國 (B)李登輝 (C)馬英九 (D)陳水扁。 

33、使得總統權力擴大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在

下列哪位總統任內時廢止的？ (A)李登輝 (B)陳水

扁 (C)蔣經國 (D)蔣中正。 

34、曉芬在一篇報告中寫到：「1950 年代，臺灣正處於戒

嚴時期，政治管控嚴密。儘管如此，他仍主辦《自由

中國》雜誌，持續宣揚自由、民主理念。1960 年，他

更因籌備組織政黨，而遭到政府逮捕、判刑。」文中

的「他」是指下列何人？ (A)陳儀 (B)胡適 (C)

雷震 (D)蔣渭水。【100 北北基聯測】 

35、臺灣在下列哪一個時期，政府常以肅檢「匪諜」、「叛

亂者」為名逮捕異議分子，使冤案、錯案、假案頻傳？ 

(A)國共內戰時期 (B)解嚴以後 (C)民意代表競選

時期 (D)白色恐怖時期。 

36、阿欣完成了臺灣史報告，她將報告的關鍵詞設定為「報

禁」、「美麗島事件」、「耕者有其田」等，依此推斷，

該報告的主題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戒嚴時期的

社會面貌 (B)日治時期的民主運動 (C)韓戰時期的

外交衝擊 (D)抗戰時期的國家政策。【99 基測】 

37、國民政府遷臺後，為了維持政治安定，中央民意代表

一直沒有改選，因此當時的國會被諷為「萬年國會」，

直到下列哪一個總統任內才完成全面改選？ (A)李

登輝 (B)蔣中正 (C)陳水扁 (D)蔣經國。 

38、民國六十年代，臺灣人民的教育水準提升，對政府的

要求也提高，「黨外」的反對勢力因此崛起。當時「黨

外」人士對政府的主要訴求為下列何者？ (A)提高

社福預算比例 (B)放寬對外貿易限制  (C)提升教育

品質 (D)政治民主自由。 

39、民國 85 年，臺灣人民首度直選下列哪一位首長，使

臺灣的民主政治再往前跨一步？ (A)省長 (B)立委 

(C)總統 (D)議長。 

40、戒嚴時期，黨外人士黃信介、施明德等人在高雄聚集

群眾，展開遊行活動，不料演變成嚴重的警民流血衝

突事件，這些人士後來被判刑入獄。請問：這是在敘

述下列哪一件史事？ (A)二二八事件 (B)美麗島事

件 (C)白色恐怖事件 (D)苗栗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