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正反面皆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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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L6） 

1、有一首詩：「勸君切莫過臺灣，臺灣恰似鬼門關，千個

人去無人轉（回），知生知死誰都難。」這是清末詩人

所做的長詩《渡臺悲歌》，詩中說明了要渡過黑水溝的

艱難，也點明當時移民者離鄉背井的無奈。請問：上

文中的黑水溝是指下列何者？  

(A)麻六甲海峽 (B)臺灣海峽  

(C)巴士海峽 (D)麥哲倫海峽。 

2、承上題，當時中國來臺移民以下列哪兩個省分最多？  

(A)江西、浙江 (B)廣東、廣西  

(C)福建、廣東 (D)湖南、湖北。 

3、承第 2 題，造成該地區許多漢人當時移民臺灣的主要

原因為下列何者？  

(A)居民生活困難，紛紛到外地發展  

(B)政府鼓勵漢人，到臺灣開發墾殖  

(C)政府徵調漢人，到臺灣討伐原住民  

(D)中國富商紛紛到臺灣，置產投資開礦。 

4、臺灣有句福佬諺語：「無某（妻子）、無猴（兒子）、無

厝（房子）」，是指清領前期臺灣社會的何種寫照？   

(A)原住民的生活情形  (B)出家人的生活情形   

(C)傳教士的生活情形  (D)羅漢腳的生活情形。 

5、清領時期，朱一貴、林爽文和戴潮春所引發的事件，

有何共同特點？  

(A)皆導因於原住民與漢人的衝突  

(B)皆以反清復明為主要的訴求  

(C)皆是受到外國勢力的壓迫而引起叛變  

(D)皆是反抗清廷的民變。 

6、清廷治臺初期，有官員曾向朝廷上書：讓人民都能組

織家庭，那麼民間就不會發生這麼多的械鬥與民變事

件。這是針對清政府哪一項措施提出的建議？  

(A)清理田賦政令 (B)攜眷渡臺禁令  

(C)畫界封山政策 (D)對原住民採放任政策。 

7、下列何者不是清領前期臺灣社會經常發生械鬥的原

因？  

(A)吏治不良   (B)祖籍差異  

(C)生活習慣不同 (D)居民為反對清廷的統治。 

8、清領前期的分類械鬥主要以「閩、粵械鬥」與「漳、

泉械鬥」較多。請問：這兩種械鬥的性質屬於哪一類？  

(A)性別 (B)職業 (C)祖籍 (D)黨派。 

9、在臺灣史上，三百多年來臺南一直都是臺灣發展中重

要的文化據點，擁有豐富的文化遺跡。請問：今日臺

南赤崁樓旁保存九座「御龜碑」，是乾隆年間平定哪一

次民變後所樹立的？  

(A)朱一貴事件 (B)林爽文事件  

(C)郭懷一事件 (D)戴潮春事件。 

10、下列有關「唐山祖」的祭祀組織敘述何者「錯誤」？ 

(A)同姓氏  

(B)有血緣關係  

(C)以入股的方式組成 

(D)以中國大陸原鄉的同姓名人為祭祀對象。 

11、移民渡海來臺拓墾謀生，為確保平安順利，往往會祈

求神明保佑，除了共同信仰的神明外，還會供奉原鄉

信仰的神明，一般而言泉州移民供奉下列那一個神

明？ 

(A)保生大帝 (B)開漳聖王 

(C)玉皇大帝 (D)關帝聖君。 

12、清領時期下列哪一場反政府的民變，發生的時間最

晚？  

(A)朱一貴事件 (B)戴潮春事件 

(C)林爽文事件 (D)郭懷一事件。 

13、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臺灣自

鄭氏時期已開始舉行科舉。請問：在清領前期，一位

淡水廳的秀才希望能前往省城考舉人，他應前往當時

何處才能應試？  

(A)福建省 (B)臺南市 (C)廣東省 (D)臺北市。 

14、清朝將臺灣納入版圖後，設置府縣儒學的目的為下列

何者？   

(A)貫徹殖民政策   (B)宣揚政府政令  

(C)教育學子準備科考 (D)剷除反清思想。 

15、阿潭是生活在清領前期的貧寒子弟，如果他想要接受

教育的話，最有可能到下列哪一個教育機構就讀？  

(A)義學 (B)書院 (C)私塾 (D)儒學。 

16、致遠參加「林氏家廟」的祭祀典禮，以示慎終追遠。

請問：「林氏家廟」代表的是下列臺灣社會哪一性質

的組織？  

(A)宗教組織 (B)商業組織  

(C)宗族組織 (D)公會組織。 

17、清領後期有一種商品大部分由圖中的

甲地輸出。請問：這應是下列哪一種

商品？  

(A)糖 (B)樟腦  

(C)鴉片 (D)紡織品。 

18、承上題，將圖中甲、乙、丙、丁四個

城市開放為港口的是與下列哪一場戰

爭有關？  

(A)英法聯軍 (B)甲午戰爭  

(C)中法戰爭 (D)日俄戰爭。 

19、承第 18 題，這場戰爭發生於下列哪一為清朝皇帝在

位期間？  

(A)乾隆 (B)嘉慶 (C)道光 (D)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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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承第 17 題，表中的「丁」是指今天臺灣南部的哪一

港口？  

(A)淡水 (B)鹿港 (C)高雄 (D)東港。 

21、承第 17 題，若是想要參觀馬偕博士回鄉募款後，來

臺建立的「牛津學堂」，應該到圖中的哪一地方？  

(A)甲 (B)乙 (C)丙 (D)丁。 

22、臺灣開港通商後，西方國家常藉由醫療的方式推展傳

教事業。請問：「新樓醫院」的前身是哪一位傳教士

在臺南市看西街（今仁愛街）所建立的臺灣第一間西

醫醫館？  

(A)馬偕 (B)巴克禮 (C)馬雅各 (D)何斌。 

23、臺灣開港通商後，基督教長老教會對臺灣影響甚大。

下列何者是長老教會在臺灣的貢獻？  

(A)設立醫院、學校 (B)興築縱貫鐵路  

(C)設立電報學堂  (D)設立郵局。 

24、承上題，長老教會是隸屬於下列那一個宗教的派別？  

(A)天主教 (B)印度教 (C)基督教 (D)伊斯蘭教。 

25、臺灣開港通商後，進口商品主要有那些？   

(A)蔗糖、稻米  (B)鴉片、紡織品   

(C)樟腦、酒類  (D)茶葉、咖啡。 

26、康熙年間將臺灣收入版圖之後，清廷對治理臺灣一直

採取消極政策，直至下列何人奉命來臺督辦軍務之

後，治臺政策才有所轉變？  

(A)丁日昌 (B)沈葆楨 (C)劉銘傳 (D)沈有容。 

27、承上題，該名清朝官員當年負責建造的「億載金城」

是為了防禦下列那一個列強再度侵略臺灣？  

(A)英國 (B)法國 (C)荷蘭 (D)日本。 

28、承第 26 題，該名清朝官員推動「開山撫番」的政策，

主要是為了建設臺灣後山。請問：「後山」指的是下

列臺灣何處？  

(A)南部 (B)北部 (C)東部 (D)西部。 

29、晴晴參加墾丁國家公園之

旅，導遊帶領她們到屏東

縣車城鄉旅遊，看到右圖

中的墓碑。請問：這個墓

碑紀念的傷亡者與哪一歷

史事件有關？  

(A)鴨母王事件  

(B)林爽文事件 (C)牡丹社事件 (D)郭懷一事件。 

30、承上題，此一事件發生後，清朝於光緒年間即喪失下

列哪一藩屬？  

(A)朝鮮 (B)琉球 (C)緬甸 (D)安南。 

31、臺灣最早的鐵路是劉銘傳規畫的，他是以下列何處為

中心，向南北修築鐵路？  

(A)臺中 (B)高雄 (C)新竹 (D)臺北。 

32、劉銘傳來臺後，為了增加政府稅收而採用下列何種方

法？  

(A)農產改良 (B)土地收歸國有  

(C)清理田賦 (D)建築鐵路。 

33、基隆市「二沙灣炮臺」位置險要，城門題有「海門天

險」四字，後來在下列哪場戰爭時，炮臺曾擊退進犯

基隆的敵軍？  

(A)英法聯軍 (B)牡丹社事件  

(C)中法戰爭 (D)鴉片戰爭。 

34、下列那些是劉銘傳在台灣設立的新式學校，專門培育

建設人才？   

(A)西學堂、電報學堂 (B)牛津學堂、真理學堂 

(C)理學堂、女子學堂 (C)帝國大學、淡江學堂。 

35、下圖為臺灣某時期的行政區劃簡圖，依據臺灣開發史

判斷，此圖應為臺灣哪一時期的地圖？  

(A)清領初期 (B)臺灣建省時期  

(C)臺灣民主國時期 (D)臺灣光復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