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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共 35 題，第 1 題到 30 題，每題

3 分；第 31 到 35 題，每題 2 分，總分 100分；

範圍 L3~L4） 

1、日治時期，因臺人升學不易，林獻堂等人乃於西元 1915

年成立第一所專收臺人子弟的中學校，這是指下列哪

一所學校？  

(Ａ)臺南中學校 (Ｂ)臺中中學校  

(Ｃ)臺北中學校 (Ｄ)臺東中學校。 

2、日治時期，總督府引進西式的教育制度，當時哪一階

段的教育是以實用為原則？  

(Ａ)初等教育 (Ｂ)中等教育  

(Ｃ)高等教育 (Ｄ)留學教育。 

3、日治時期，陳小志是居住在烏日地區的臺灣漢人小朋

友，他當時所就讀的小學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所？  

(Ａ)烏日公學校 (Ｂ)烏日日語講習所  

(Ｃ)烏日小學校 (Ｄ)烏日蕃人公學校。 

4、有一本書上寫到：「此時，政府視教育為同化臺灣人的

重要手段，因此在臺灣實施西式教育。初等教育以六

年制學校為主軸，取代了原先傳統書院、學堂，對日

後教育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這應是描述下列哪一時

期的情況？  

(Ａ)荷蘭統治時期 (Ｂ)鄭氏統治時期  

(Ｃ)清朝統治時期 (Ｄ)日本統治時期。〔98 基測〕 

5、承上題，日治時期，總督府推行初等教育的主要目標

為下列何者？  

(Ａ)使台灣人民熟知日語，對日本政府更加忠誠  

(Ｂ)透過日語教育，減少臺灣文盲  

(Ｃ)提升臺灣人民的生活水準  

(Ｄ)強迫台灣人民學習一技之長。 

6、根據資料統計，西元 1902 年時，臺灣在東京的留學生

大約 30 餘人，到了西元 1920 年時已增到 949 人。留

學人數會增加的主要原因為下列哪一選項？  

(Ａ)當時臺灣還沒有高等教育機構的設置  

(Ｂ)臺灣學子在臺升學不易  

(Ｃ)總督府鼓勵臺灣人到日本留學  

(Ｄ)臺灣學子認為日本本土的教育機構水準較高。 

7、日治時期，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主要採取下列哪一種原

則？  

(Ａ)差別待遇，隔離政策  

(Ｂ)人人皆可平等受教育  

(Ｃ)實施義務教育，強迫入學  

(Ｄ)採菁英制度，汰除貧窮者 

8、西元 1921 年，林獻堂等人想要改革臺灣的體制，於是

提出設置臺灣議會的要求。請問：臺灣議會設置請願

運動的時代背景為何？  

(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臺灣回歸中華民國  

(Ｂ)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總督府無暇顧及  

(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自決思潮盛行  

(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激起臺民抗日的決心。 

9、承上題，林獻堂等有志之士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

運動」，是企圖爭取下列哪一種權力？  

(Ａ)行政權 (Ｂ)教育權 (Ｃ)司法權 (Ｄ)立法權。 

10、日治時期興建的新竹火車站設有時鐘，總督府主要的

目的是下列何者？  

(Ａ)養成法治觀念 (Ｂ)宣傳火車站的便利  

(Ｃ)培養守時觀念 (Ｄ)引進西方新式的鐘錶。 

11、臺灣早期原為瘴癘之地，瘟疫廣泛流傳，直到何時才

開始建立醫療衛生系統，有效地防治霍亂、傷寒、鼠

疫等傳染病？  

(Ａ)鄭氏治臺   (Ｂ)清領時代  

(Ｃ)日本殖民統治 (Ｄ)中華民國在臺灣。〔90 基測〕 

12、日治時期，總督府推行放足運動，對臺灣的女性產生

下列哪一種主要的影響？  

(Ａ)女性放足之後，受教育的比例增加  

(Ｂ)女性放足之後，反而無心從事勞務工作  

(Ｃ)女性放足之後，休閒活動更多樣化  

(Ｄ)女性可以投入生產工作，增加人力資源。 

13、臺灣在日本統治期間，人口數增加迅速，造成人口增

加的主要原因為下列哪一選項？  

(Ａ)日本人民大量移居臺灣，造成人口增加  

(Ｂ)日人招募華南居民來臺，擔任外籍勞工  

(Ｃ)糧食增加與環境衛生改善，死亡率降低  

(Ｄ)總督府鼓勵臺灣婦女生產，提升人口出生率。 

14、西元 1897 年總督府頒布命令，禁止一般人民吸鴉片，

而對於經醫師診斷，證明其已吸染成癮者，則允許其

購用官製鴉片。由此可知，當時總督府對臺人吸食鴉

片採取哪一政策？  

(Ａ)絕禁政策 (Ｂ)課稅政策  

(Ｃ)漸禁政策 (Ｄ)放任政策。 

15、日治時期，臺灣許多知識分子參與臺灣文化協會或臺

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活動，這是因他們希望達成下

列哪一種訴求？  

(Ａ)推翻日本總督府的統治  

(Ｂ)要求臺日教育機會均等  

(Ｃ)爭取臺灣人的權益  

(Ｄ)開放臺民的經濟限制。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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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制度 (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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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西元 1920 年代，臺灣有識之士成立了「臺灣文化協

會」，希望能達到下列哪一目的？  

(Ａ)推翻總督專制政體 (Ｂ)廢除土地私有化制度  

(Ｃ)推行皇民化運動 (Ｄ)提升台灣民眾文化水準。 

18、日治時期，下列哪一個政黨，是臺灣歷史上第一個合

法的政黨，該黨利用演講的方式宣導民權與地方自治

的觀念？  

(Ａ)臺灣自民黨 (Ｂ)臺灣民主黨  

(Ｃ)臺灣農工黨 (Ｄ)臺灣民眾黨。 

19、承上題，這個政黨主要是因下列哪一個人的領導而成

立？  

(Ａ)鍾理和 (Ｂ)楊肇嘉 (Ｃ)蔣渭水 (Ｄ)蔡培火。 

20、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隨著日人推動哪

一政策，逐漸受到壓制，終告沉寂？  

(Ａ)漸禁政策 (Ｂ)日臺合一  

(Ｃ)南進政策 (Ｄ)民族自決。 

21、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協會發行下列哪一刊物，發表言

論，啟迪民智，喚起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  

(Ａ)臺灣時報 (Ｂ)臺灣民報  

(Ｃ)臺灣日報 (Ｄ)臺灣情報。 

22、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成立了下列哪一個機構，處理

接收與治臺事宜？  

(Ａ)臺灣總督府    (Ｂ)臺灣省政府  

(Ｃ)臺灣行政長官公署 (Ｄ)臺灣地方自治委員會。 

23、臺灣光復初期，知識分子對於中央政府期望甚高，但

後來為何會發生「二二八事件」，使臺灣人民對政府

失去信心？  

(Ａ)因為中共勢力滲透，阻擾接收事宜  

(Ｂ)因為政府無法解決戰後政治不公、經濟蕭條、社 

  會隔閡等問題  

(Ｃ)因為政府為消滅日本文化殘留，宣布實施戒嚴  

(Ｄ)因為部分地方人士反對接收，進行示威抗議。 

24、承上題，民國 36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當時，政府

與民眾是在下列何處首度發生衝突？  

(Ａ)臺東 (Ｂ)臺南 (Ｃ)臺中 (Ｄ)臺北。 

25、中華民國政府為順利接收臺灣，任命陳儀負責處理接

收事宜，當時陳儀來臺後，實施下列哪一種經濟政

策？  

(Ａ)限制經濟活動 (Ｂ)獎勵私人企業  

(Ｃ)鼓勵海外投資 (Ｄ)自由放任政策。 

26、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開始與結束，分別與下列哪兩場

戰爭有關？  

(Ａ)英法聯軍、第一次世界大戰  

(Ｂ)甲午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Ｃ)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  

(Ｄ)八國聯軍、第二次世界大戰。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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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聯合國  (Ｄ)建立貿易自由區。 

28、下列哪一個法令宣布後，中華民國的總統得以連選連

任，不受任期的限制？  

(Ａ)中華民國憲法 (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Ｃ)戒嚴令    (Ｄ)地方自治條例。 

29、民國 53 年，晨恩想創辦一份雜誌，但當時的政府以

不符合法令為由，退回晨恩的申請，不准創辦。請問：

上文所提到的法令應是指下列何者？  

(Ａ)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Ｂ)地方自治條例  

(Ｃ)戒嚴令        (Ｄ)中華民國憲法。 

30、承上題，宣布此法令是為了防止下列何者勢力滲透臺

灣？  

(Ａ)臺獨分子 (Ｂ)日軍間諜  

(Ｃ)軍閥分子 (Ｄ)中國共產黨。 

31、承第 29 題，民國 76 年，宣布臺灣全省解嚴的是下列

哪一位官員？  

(Ａ)陳水扁 (Ｂ)李登輝 (Ｃ)蔣中正 (Ｄ)蔣經國。 

32、民國 68 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雖然使得許多黨外人

士被捕，但其他人則透過選舉和宣傳持續推動民主運

動。請問：美麗島事件發生在下列哪一地點？  

(Ａ)臺北 (Ｂ)新竹 (Ｃ)高雄 (Ｄ)臺東。 

33、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民主化發展過程中，「解嚴」

是個重要關鍵，其最主要的內容為下列何者？  

(Ａ)開放黨禁、報禁 (Ｂ)採取彈性外交政策  

(Ｃ)外匯自由化   (Ｄ)實行政黨政治。 

34、臺灣農民曾經為了爭取自身的權益而走上街頭，他們

之所以能夠進行合法的遊行請願，是因為下列哪一項

措施的影響？  

(Ａ)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 (Ｂ)解除戒嚴  

(Ｃ)頒布地方自治條例  (Ｄ)終止動員戡亂。 

35、民國六十年代，臺灣社會由於下列哪一因素，人民對

於民主的要求提高，政治與社會改革運動再度興起？  

(Ａ)宣布進入戒嚴時期  

(Ｂ)頒布地方自治條例  

(Ｃ)教育水準提升與經濟發展  

(Ｄ)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