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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共 40 題，每題 2.5 分，總分 100

分；範圍 L3~L4） 

1、子其跟隨鄭成功的部隊前來臺灣後，他選擇今天淡水

一帶定居，開墾荒地；而當時的淡水隸屬於下列哪一

個行政區劃？ (Ａ)萬年縣 (Ｂ)天興州 (Ｃ)萬年州 

(Ｄ)天興縣。 

2、西元 1661 年，鄭成功率軍由下列哪一個地點登陸台灣，

圍攻荷蘭人？ (Ａ)雞籠 (Ｂ)赤崁樓 (Ｃ)鹿耳門 

(Ｄ)打狗。 

3、小宇在圖書館看到右邊這張臺灣地

圖，從圖中的行政區劃來看，承天

府是位在今日哪一個地區？ (Ａ)臺

北 (Ｂ)臺中 (Ｃ)臺南 (Ｄ)高雄。 

4、鄭成功攻取臺灣後，不久即病逝，

其子鄭經繼位。清朝發生下列哪一

件事，鄭經趁機出兵，最後兵敗，

撤回台灣？ (Ａ)三藩之亂 (Ｂ)太平天國之亂 (Ｃ)

流寇之亂 (Ｄ)朱一貴之亂。 

5、西元 1644 年，清軍攻下北京後，不少明朝遺臣在中國

南方先後擁立宗室為王；在歷史上稱這段時期為下列

哪一選項？ (Ａ)南宋時期 (Ｂ)南明時期 (Ｃ)南朝

時期 (Ｄ)南唐時期。 

6、國際競逐時期，荷蘭人建築的普

羅民遮城，到鄭氏時期被改稱赤

崁樓，是位於右圖哪一個地區？ 

(Ａ)丁  (Ｂ)丙  (Ｃ)乙  (Ｄ)

甲。 

7、有一篇新聞報導如下：「西元 

2000 年，兩位漁民在福建省冬古灣退潮後，無意間發

現兩處堆積物，經專家初步挖掘出鐵炮、彈丸、陶瓷

器等文物。而打撈上來的銅銃上均鑄有『國姓爺』的

『國』字，鑄有『永曆通寶』字樣的銅錢則是當時東

南沿海流通的貨幣……。」依報導內容推斷，此項挖

掘工作將有助於我們了解下列哪一時期的歷史？

（註：銃：一種舊式的槍械火器。） (Ａ)宋末元初 (Ｂ)

元末明初 (Ｃ)明末清初 (Ｄ)清末民初。［98 基測］ 

8、臺南孔子廟，亦稱臺南文廟，建於明鄭時期，是臺灣

最早的文廟。孔廟建築莊嚴宏偉，氣氛肅穆，格局完

整，廟旁蒼鬱的古樹，越發引人思古之幽情。於民國

七十二年，公布為祠廟類國家一級古蹟。下列有關孔

廟的敘述，何者有誤？ (Ａ)臺南孔廟為臺灣第一座孔

廟 (Ｂ)孔廟內設有「開文書院」來培育人才 (Ｃ)大

成殿中供奉孔子的牌位 (Ｄ)現今的孔廟為清代建築。 

9、承上題，這座孔廟是在下列何人主政時期完成的？ (Ａ)

鄭芝龍 (Ｂ)鄭成功 (Ｃ)鄭經 (Ｄ)鄭克塽。 

10、西元 1683 年，清軍在下列何處擊敗鄭氏軍隊，結束

鄭氏政權在臺 21 年的經營？  (Ａ)綠島 (Ｂ)澎湖 

(Ｃ)金門 (Ｄ)馬祖。 

11、臺灣通史的作者連橫先生，曾稱讚兩人對臺灣的貢獻

最多，一為劉銘傳；另一則是在鄭氏治臺時期策畫臺

灣文教工作的謀士，有「鄭氏諸葛」之稱，請問：連

橫先生所指是指下列何人？ (Ａ)郭懷一 (Ｂ)顏思

齊 (Ｃ)陳永華 (Ｄ)沈光文。 

12、在鄭氏時期，漢人來臺後的開發與拓

墾，最早是從右圖哪一個地區開始？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13、承上題，鄭氏治臺時期積極從事開墾

的主要目的為下列哪一選項？ (Ａ)

欲增加糧食產量，以便外銷中國 (Ｂ)

想試種新品種的稻作 (Ｃ)要解決軍

民糧食不足的問題 (Ｄ)為救濟停留

在金門、廈門地區的鄭氏軍隊。 

14、下列哪一個臺灣地名與鄭氏在臺時期實施的軍屯政策

有關？ (Ａ)左鎮 (Ｂ)新莊 (Ｃ)汐止 (Ｄ)萬華。 

15、承上題，鄭氏時期在臺實行軍屯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下

列何者？  (Ａ)寓民於兵 (Ｂ)兵農分籍 (Ｃ)兵民

合一 (Ｄ)寓兵於農。 

16、如果同學們是鄭氏時期的臺灣商人，想將絲綢賣往日

本，但是臺灣並不出產絲綢，所以必須由下列何處進

口絲綢再轉賣到日本？ (Ａ)朝鮮半島 (Ｂ)東南亞 

(Ｃ)英國 (Ｄ)中國。 

1. 17、承上題，當時必須以走私貿易方式，才能進口該地區

的絲綢，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實施了下列哪一項政策的

關係？ (Ａ)海禁政策 (Ｂ)同化政策 (Ｃ)歧視政策 

(Ｄ)招降政策。 

18、承第 17 題，中國歷史上哪一個朝代為了防範倭寇入

侵，也像清朝一樣，而實施該政策？ (Ａ)唐朝 (Ｂ)

宋朝 (Ｃ)元朝 (Ｄ)明朝。 

19、西元 17 世紀，鄭成功、鄭經父子先後來到臺灣，建

立政權。當時他們除實施墾殖外，亦採行下列何種方

法維持財政？ (Ａ)實施公有共享制度 (Ｂ)與原住

民交換貨物 (Ｃ)對外拓展海上貿易 (Ｄ)引進西方

開礦技術。〔96 基測〕 

20、在鄭氏政權的經營下，臺灣成為各地的貿易轉口站；

而下列哪一個地區不是當時臺灣的貿易夥伴？ (Ａ)

東南亞 (Ｂ)澳洲 (Ｃ)日本 (Ｄ)中國。 

21、承上題，當時台灣主要的輸出物品為下列何者？ (Ａ)

稻米、咖啡 (Ｂ)木材、煤炭 (Ｃ)蔗糖、鹿皮 (Ｄ)

軍火、布料。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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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在石牌捷運站前有一座「番界」，本是清朝政府用來

隔離漢人與原住民的界線，一般是以立碑或掘溝堆土

的方式設立。而這種番界的設立跟下列清朝政府的哪

一項政策有關？ (Ａ)劃界封山 (Ｂ)開山撫番 (Ｃ)

開港通商 (Ｄ)渡臺禁令。 

23、鄭氏政權降清後，經過棄留爭議，清廷決定保留臺灣，

並設立行政區；當時臺灣是隸屬於下列哪一個行政區

管轄？ (Ａ)臺灣省 (Ｂ)廣西省 (Ｃ)福建省 (Ｄ)

江蘇省。 

24、清廷經營臺灣後，陸續設置地方行政單位，下列哪一

個行政區是嘉慶年間設立的？ (Ａ)淡水廳 (Ｂ)臺

灣縣 (Ｃ)鳳山縣 (Ｄ)噶瑪蘭廳。 

25、清領初期，清廷抱持著下列何種態度及做法，治理臺

灣？ (Ａ)積極，開山撫番，達成漢番通婚目標 (Ｂ)

積極，開港通商，將臺灣變成貿易轉運口 (Ｃ)消極，

為防臺而治臺，消滅抗清意識 (Ｄ)消極，將漢人撤

離臺灣，以防抗清勢力再起。 

26、清領初期，臺灣社會上有許多無宅無妻，不士不農，

不工不商的台灣男性遊民，被稱為「羅漢腳」。造成

這種現象，與下列清廷實施哪一項政策有關？ (Ａ)

開港通商 (Ｂ)渡臺禁令 (Ｃ)劃界封山 (Ｄ)海禁

政策。 

27、西元 1683 年，清朝派下列何人攻取臺灣，結束鄭氏

王朝在臺灣的統治，並將臺灣納入清朝的疆域範圍？ 

(Ａ)施琅 (Ｂ)郭懷一 (Ｃ)沈光文 (Ｄ)吳沙。 

28、承上題，下列哪一清帝在位期間將台灣納入清朝的版

圖？(Ａ)順治 (Ｂ)康熙 (Ｃ)雍正 (Ｄ)乾隆。 

29、從清廷對臺灣行政區劃的調整，可以看出臺灣的開發

方向為下列哪一選項？ (Ａ)以臺灣中部為中心，分別

向南北發展 (Ｂ)以台灣北部為中心，由北向南逐漸

開發 (Ｃ)以臺灣東部為中心，分別向東西擴張 (Ｄ)

以台灣南部為中心，由南向北逐漸開發。 

30、右圖為清領初期的臺灣地圖，圖

中丁區是清領初期的哪一個行政

區？  (Ａ )淡水廳  (Ｂ )臺灣縣 

(Ｃ)噶瑪蘭廳 (Ｄ)鳳山縣。 

 

 

31、阿雄家住公館一帶，若他是清領

時期的農民，便可引用下列哪一水圳來灌溉農地？ 

(Ａ)瑠公圳 (Ｂ)八堡圳 (Ｃ)曹公圳 (Ｄ)貓霧捒

圳。 

32、承上題，當時修築水圳的主要原因為何？ (Ａ)地層下

陷嚴重，舊有河川枯竭 (Ｂ)土地不當開發，水源遭

受汙染 (Ｃ)工業用水不足，提供穩定水源 (Ｄ)擴

大灌溉面積，增加農業產量。 

33、下列哪一條水圳是由漢人與平埔族通力合作，共同修

築而成的？ (Ａ)瑠公圳 (Ｂ)貓霧捒圳 (Ｃ)曹公圳 

(Ｄ)八堡圳。 

34、清領前期來臺的移民，應該如何合法獲得土地，以利

開墾？ (Ａ)任意占據土地，自由開墾 (Ｂ)可用作物

跟原住民交換土地，再招募民眾開墾 (Ｃ)漢人不能

擁有土地，只能向政府承租 (Ｄ)先向政府申請執

照，再進行開墾。 

35、陳辰暑假跟家人到鹿港玩，看到一棟寫著「泉郊會館」

的建築物。他好奇地問父親，在清領時期會館的功能

主要是甚麼，陳辰父親的答案應該是下列哪一個選

項？ (Ａ)提供一般旅客休息的旅店 (Ｂ)商人談生

意、聯絡情感的場所 (Ｃ)提供民眾飲食的賣店 (Ｄ)

農民農閒時，舉辦休閒活動的場所。 

36、臺灣俗諺說「一府二鹿三艋舺」，其中的「府」是指

下列哪一地區？ (Ａ)萬華 (Ｂ)臺北府 (Ｃ)臺南府 

(Ｄ)鹿港。 

37、清領初期，中國商人只能透過下列哪一個通商口岸，

來臺從事貿易活動？ (Ａ)鹿耳門 (Ｂ)滬尾 (Ｃ)鹿

港 (Ｄ)新莊。 

38、清領前期，臺灣主要將下列哪些物品出口，運至中國

大陸以交換所需之日常用品？ (Ａ)稻米和蔗糖 (Ｂ)

樟腦和茶葉 (Ｃ)咖啡和香蕉 (Ｄ)木材和鳳梨。 

39、清領時期臺灣有所謂「郊」的組織出現，其性質類似

今日的哪一種組織？ (Ａ)官方機構 (Ｂ)宗教團體 

(Ｃ)同業公會 (Ｄ)文教組織。 

40、承上題，郊的組織中有所謂的米郊、布郊、糖郊的區

別，請問：不同種類郊的主要區別標準為下列何者？ 

(Ａ)貿易品的產地 (Ｂ)貿易的地點 (Ｃ)貿易商的

祖籍 (Ｄ)貿易的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