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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共 33題，第 1~32題，每題 3 分；

第 33題，一題 4 分，總分 100分；範圍 L1~L2） 

1、歷史學者將舊石器時代進入新石器時代的變革，稱之

為「新石器革命」，其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人類在生

活上有哪一方面的重大變革？  

(A)懂得敲打石器 (B)使用農耕技術  

(C)知道捕捉野獸 (D)居住在山洞中。 

2、史前時代與歷史時代是依下列何者來區分？  

(A)農業的開始 (B)文字的使用  

(C)宗教的信仰 (D)錢幣的出現。 

3、右圖是臺灣三個史前文化遺址的

分布圖，若依文化存在年代的先

後順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丙→乙→甲 (D)乙→甲→丙。 

4、距今約五萬年前，臺灣進入舊石

器時代。請問：歷史學者要研究

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必須透過何

種方式以得知當時人類生活的情形？  

(A)歷史傳說故事與想像 (B)根據當時史書的記載  

(C)史前人類的文字紀錄 (D)考古遺址的發掘與研究。 

5、小彩利用假期參觀一處史前文化遺址，在參觀過程中，

她以表格紀錄這處遺址的特徵如附表。下列何者最可

能是這處文化遺址？〔97 基測〕  

(A)長濱文化  (B)圓山文化  

(C)大坌坑文化 (D)十三行文化。 

發現位置 生活方式 器具 

臺灣北部 漁獵、農耕 陶罐、鐵斧 

6、下列那一選項符合人類文明演進的順序？ 

(A)農耕生活→畜牧生活→漁獵生活 

(B)漁獵生活→農耕生活→畜牧生活 

(C)漁獵生活→畜牧生活→農耕生活 

(D)畜牧生活→漁獵生活→農耕生活。 

7、在臺灣史前文化中，從長濱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史前

遺址的名稱，可知史前遺址多半以何種方式來命名？ 

(A)遺址發現的所在地 (B)出土文物的數量  

(C)出土文物的種類 (D)遺址的發現者。 

8、群群參加旅行社規畫的臺灣花東之旅，來到臺東縣長

濱鄉的八仙洞，根據右圖中當地導遊的介紹判斷，此

文化應屬於哪一時代的遺

址？  

(A)舊石器時代早期  

(B)舊石器時代晚期  

(C)新石器時代早期  

(D)新石器時代晚期。 

9、下列哪一個原住民族居住在日月潭，且已被政府正名

為臺灣高山族第十族？  

(A)鄒族 (B)達悟族 (C)邵族 (D)噶瑪蘭族。 

10、下列那一高山族因地處偏遠，接受外來文化較少，仍

保留最多原始生活習慣？  

(A)阿美族 (B)布農族 (C)泰雅族 (D)達悟族。 

11、下列原住民那一個是大多屬於母系社會，家產由女子

繼承，施行贅婚制？  

(A)阿美族 (B)布農族 (C)泰雅族 (D)達悟族。 

12、某個語系包含有 1200 種以上的語言，人口多數居住

在東南亞地區，分布區域東達復活節島，西到馬達加

斯加島，南至紐西蘭，最北端則為臺灣。上文所述的

語系應為下列何者？  

(A)印歐語系  (B)南島語系  

(C)阿爾泰語系 (D)漢藏語系。 

13、原住民族群中，由下列何人負責和神靈溝通？ 

(A)乩童 (B)修女 (C)神父 (D)巫師。 

14、稱原住民為「高砂族」的是下列那一國人？  

(A)西班牙人 (B)荷蘭人 (C)日本人 (D)葡萄牙人。 

15、有些平埔族雖然是母系社會，但部落的政治運作則由

男子負責，因此下列哪一種身分在平埔族社會中可參

與部落的公共事務？  

(A)年長的女子 (B)年長的男子  

(C)年輕的女子 (D)年輕的男子。 

16、卡那卡那富族分佈於高雄市那瑪夏區楠梓仙溪流域兩

側，現大部分居住於達卡努瓦里及瑪雅里，人口數約

有 520 人(103 年 05 月數據)。卡那卡那富族的社會組

織以父系為主，祭儀活動則以米貢祭與河祭為主(資

料來源：原住民委員會)。請問：卡那卡那富族是由

下列哪一高山族分出來的原住民第十六族？  

(A)賽夏族 (B)泰雅族 (C)邵族 (D)鄒族。 

17、右圖是小齊在書上看到有關「牽手」一詞的相關資料。

從這個典故的

歷 史 發 展 判

斷，它最能表現

下 列 何 種 意

涵？〔96 基測〕  

(A)文化融合  

(B)制度興革  

(C)風俗改變 (D)族群衝突。 

18、中國政府在澎湖設置「巡檢司」，負責巡邏與查緝罪

犯。請問：這是從下列哪一朝代開始設立的？  

(A)唐朝 (B)宋朝 (C)元朝 (D)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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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西元 16 世紀末葉，漢人及日本人活動地紛紛轉移至

臺灣本島是由於下列哪一項原因？  

(A)明朝派兵進駐澎湖  

(B)臺灣地理環境優越  

(C)臺灣原住民以利誘之  

(D)臺灣本島發現大量銀礦。 

20、西元 17 世紀初期，臺灣西南部地區出現了一個日本

聚落，這個聚落出現的原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日本將人民移居海外，解決人口過剩問題  

(B)日本本土缺乏蔗糖，來臺從事甘蔗種植  

(C)日本僧侶來臺宣揚神道教的信仰  

(D)日本倭寇以此地為據點，進行走私貿易。 

21、澎湖的美麗風光吸引許多人前往旅遊。請問：澎湖最

早在下列何時被納入中國的版圖？  

(A)唐 (B)元 (C)明 (D)清。 

22、顏思齊招募福建鄉親來臺灣，下列何處是他的勢力範

圍？ 

(A)花蓮、台東 (B)雲林、嘉義  

(C)苗栗、臺中 (D)臺南、高雄。 

23、西元 17 世紀時，荷蘭人在大員建了下列哪一座城，

做為統治臺灣的行政中心？  

(A)聖多明哥城 (B)聖薩爾瓦多城  

(C)熱蘭遮城  (D)普羅民遮城。 

24、承上題，該城建在今日臺灣的那一個地方？ 

(A)億載金城 (B)赤崁樓 

(C)恆春古城 (D)安平古堡 

25、荷蘭占領臺灣後，大肆招募漢人種植稻米和甘蔗，然

後將米、糖轉銷到下列何地？  

(A)歐洲、日本 (B)歐洲、印度  

(C)中國、日本 (D)中國、歐洲。 

26、日本因實施下列何項政策，使得西班牙無法達成向其

傳教與進行貿易的目標？ 

(A)西化政策 (B)漢化政策  

(C)保護政策 (D)鎖國政策。 

27、承上題，在此政策下，日本政府只允許下列那兩個國

家到日本貿易？ 

(A)葡萄牙、法國 (B)義大利、俄國  

(C)荷蘭、中國  (D)比利時、英國。 

28、承第 26 題，當時西班牙人想要將下列哪一種宗教傳

至日本？  

(A)基督教 (B)天主教 (C)佛教 (D)伊斯蘭教。 

29、上歷史課時，老師準備帶學生從事

實地考察，如果他們要前往參觀西

班牙人遺留的史蹟，則右圖中哪些

地區是最佳的地點？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30、荷蘭人利用下列何種文字拼寫平埔族的語言，翻譯宗

教書籍？  

(A)西亞文字 (B)希臘文字 

(C)羅馬文字 (D)埃及文字。 

31、西元 17 世紀的中國與荷蘭，在國土的大小、君權的

強弱、重農與重商的經濟體制上，都存在著巨大的差

異，且兩國相隔萬里之遙，彼此一向互不往來。直到 

16、17 世紀之後，荷蘭為了下列哪一目的而到東亞

地區設立據點？  

(A)海外移民 (B)開發礦藏  

(C)結交盟友 (D)通商貿易。 

32、荷蘭人占領臺灣後，在統治區內設立學校，其主要目

的為何？  

(A)傳播宗教 (B)作育英才  

(C)助人為樂 (D)同情原住民。 

33、荷蘭治臺時期，因對漢人相當嚴苛，結果發生了下列

哪一事件，導致許多漢人被殺。事件發生後，漢人的

反抗意識更加強烈？ 

(A)林爽文事件 (B)戴潮春事件  

(C)郭懷一事件 (D)朱一貴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