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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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L2） 

1、我們常依不同特色或性質將歷史分為若干階段或時期，

下列有關臺灣歷史分期的發展順序，何者正確？  

(A)鄭氏統治→荷蘭統治→清朝統治→日本統治  

(B)荷蘭統治→鄭氏統治→日本統治→清朝統治  

(C)荷蘭統治→清朝統治→鄭氏統治→日本統治  

(D)荷蘭統治→鄭氏統治→清朝統治→日本統治。 

2、茵茵在參觀國立臺灣博物館時，在

某個時期展區的展覽櫃中看到一

面藍地黃虎的旗幟，如右圖所示。

請問：這個展覽櫃應該是展出下列

何時的文物？  

(A)荷治時期    (B)清領時期  

(C)臺灣民主國時期 (D)日治時期。 

3、承上題，該時期的出現是因下列哪一場戰爭造成的？ 

(A)中法戰爭 (B)牡丹社事件   

(C)英法聯軍  (D)甲午戰爭。 

4、承第 3 題，該場戰爭造成臺灣被割讓給日本，請問當時

的臺灣的巡撫是下列何人？ 

(A)丘逢甲  (B)唐景崧  (C)劉銘傳  (D)劉永福。 

5、日治初期，臺灣各地發生許多抗日事件，其中在苗栗事

件中犧牲的領導者是下列何人？  

(A)羅福星 (B)劉永福 (C)朱一貴 (D)劉永福。 

6、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當權者掠奪山地資源，並要求

原住民負擔沉重的勞役，引發原住民的不滿，因而爆發

多起的原住民抗日行動，其中以下列哪一事件最為著

名？  

(A)苗栗事件  (B)霧社事件  

(C)噍吧哖事件 (D)牡丹社事件。 

7、承上題，如果大蕃薯導演想拍一部關於上述事件的電視

劇。請問：他若要忠於史實，這部電視劇應該到下列何

處取材拍攝？   

(A)嘉義  (B)臺東  (C)南投  (D)花蓮。 

8、承第 6 題，該事件是由下列那一族的原住民所發動？   

(A)排灣族  (B)道卡斯族  (C)賽德克族  (D)阿美族。 

9、西元二十世紀初，臺灣漢人的武裝抗日行動中，下列哪

一事件是關鍵之役，此後漢人便轉為以政治社會運動向

日本人爭取權益？  

(A)牡丹社事件 (B)苗栗事件  

(C)霧社事件  (D)西來庵事件。 

10、日本在西元 1896 年由日本國會通過「六三法」當作治

臺的依據，促使何人可以專制集權的方式治理臺灣？  

(A)日本天皇 (B)臺灣總督  

(C)日本警察 (D)地方廳長。 

11、臺灣在日治時期為何被稱為「典型的警察政治」時代？ 

(A)警察的權力大，可以處理民眾的許多事務   

(B)警察是當時位階最高的官員  

(C)地方行政首長須具有警察身分   

(D)警察的收入比一班民眾高出許多。 

12、今日宜蘭在清朝嘉慶年間是隸屬於噶瑪蘭廳，而在日本

殖民時期則隸屬於下列那一行政區管轄？   

(A)淡水廳  (B)臺中州  (C)噶瑪蘭廳  (D)臺北州。 

13、在日治時期臺灣的地方行政長官的任命權，是由下列那

一單位所主導？   

(A)臺灣議會   (B)臺灣總督府   

(C)日本警察局  (D)日本國會。 

14、下列關於日治時期「保甲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規定十戶為一保，十保為一甲  

(B)需協助軍隊赴南洋打仗  

(C)若一人犯罪，需全體受罰  

(D)可以指揮警察處理一般事務。 

15、如果在日治時期的義賊廖添丁和他的夥伴紅龜仔，為了

躲避日警的追緝，而逃到板橋地區；當地的警察可能會

指揮下列哪一種組織來協助圍捕他們？   

(A)義勇軍  (B)護衛隊  (C)壯丁團  (D)巡邏團。 

16、日治時期，臺灣人夜不閉戶，治安良好的原因為何？  

(A)臺灣人早在清領時期就已經非常守法  

(B)臺灣人在清領時期就培養高度的自治性  

(C)日治時期在警察與法律嚴格監控下的結果  

(D)日本採取消極統治的結果。 

17、臺灣總督府的治臺政策常因應外在環境做改變，請問：

在下列哪一場戰爭之後，對臺灣改採「內地延長主義」？  

(A)甲午戰爭 (B)第一次世界大戰  

(C)中日戰爭 (D)第二次世界大戰。 

18、日本治臺之初，缺乏殖民統治的經驗，決定採取順應臺

灣現實需求而調整的哪一項政策？  

(A)無方針主義政策 (B)漸進主義政策  

(C)日臺合一政策  (D)日臺分離政策。 

19、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為了提高臺灣人民對日本的向心

力，故推動下列那一項政策，欲讓臺灣人的語言、風俗、

習慣等均與內地沒有差異？   

(A)皇民化運動    (B)內地延長   

(C)典型的警察政治  (D)保甲制度。 

20、承上題，臺灣總督府推行此項政策的主要目的為下列何

者？   

(A)根除臺灣人民的陋習及疾病    

(B)推動臺灣漢人與原住民的融合   

(C)想要解決戰時的兵源與戰時物資問題   

(D)積極建設臺灣成為日本領土。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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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清朝統治後期，臺灣開始推動一些近代化建設；日治時

期，進一步拓展了臺灣的建設規模，為日後經濟發展奠

定基礎。下列何者是這兩個時期共同的建設項目？  

(A)改革幣制 (B)興築鐵路  

(C)公共衛生 (D)人口普查。〔94 基測〕 

22、日治時期，專門負責臺灣貨幣發行與資金調度的銀行為

下列何者？   

(A)中央銀行  (B)交通銀行   

(C)土地銀行  (D)臺灣銀行。 

23、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為了確實掌握臺灣的人口數，於下

列何時開始實施第一次的人口普查？   

(A)西元 1805 年  (B)西元 1815 年   

(C)西元 1905 年  (D)西元 1915 年。 

24、日治時期，小村想從臺北搭火車到恆春探望好友陳大

辰。請問：他最遠只能搭火車到何處下車，再轉搭其他

交通工具到達目的地？   

(A)臺南  (B)新竹  (C)花蓮  (D)高雄。 

25、 右圖為暑假時小傑和家人環島旅行

中，搭乘的一段鐵路支線，現在是

以觀光為主，但這條鐵路支線在日

治時期修築的目的應為下列何者？  

(A)促進南北交通  

(B)貨物進出口門戶  

(C)開發森林資源 (D)聯絡各城鎮的公路。 

26、 右圖為西元 1902年臺灣某種主要出口

商品的加工場所數量分布示意圖，根

據其分布情形判斷，此種出口商品最

可能為下列何者？  

(A)茶葉 (B)樟腦  

(C)蔗糖 (D)鹿皮。［103 會考］ 

27、一本介紹臺灣港口的書提到：「這座港口在清末開港通

商，曾受中法戰爭的戰火波及，日本統治時重新整建，

由於其位置較接近日本，因此成為當時進出臺灣的主要

門戶。商人及遊客可以在港邊的車站搭上火車，前往其

他地方。」這段話最可能是介紹下列何者？  

(A)基隆 (B)鹿港 (C)安平 (D)高雄。〔100 基測〕 

28、日治時期，總督府為了提高臺灣農業生產，曾實施過很

多農業改革，下列何者錯誤？   

(A)推廣新的農業品種  (B)興建大型水利設施    

(C)引進新的農耕技術  (D)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 

29、日治時期，臺灣南部的農作物產量大幅提高，，這與下

列哪一水利工程的完成有關？   

(A)桃園大圳  (B)嘉南大圳   

(C)卑南大圳  (D)貓霧涑圳。 

30、承上題，下列何人對此水利工程的興建有重大的貢獻？  

(A)兒玉源太郎  (B)後藤新平   

(C)八田與一  (D)樺山資紀。 

31、承第 29 題，清朝統治臺灣時和日治時期一樣，為了增

加農田的灌溉面積，也興建了許多的水利工程。請問：

下列何者是當時彰化地區的主要灌溉水來源？ 

(A)瑠公圳  (B)貓霧涑圳  (C)八堡圳  (D)曹公圳。 

32、西元 1930 年代以後，臺灣總督府在臺灣積極推動工業

化，其主要目的為下列哪一選項？  

(A)使臺灣成為南進的補給基地  

(B)改善臺灣人民的生活水準  

(C)使臺灣成為日本國內工業零件的供應地  

(D)促使日本企業家投資臺灣的工業。 

33、西元 1934 年，日本人在下列下列何處建造了水力發電

廠，使得臺灣的工業動力大幅增加？   

(A)澄清湖  (B)碧潭  (C)嘉明湖  (D)日月潭。 

34、承上題，水力發電廠完工後，臺灣總督府以下列哪一項

工業作為發展的重點？  

(A)民生紡織工業 (B)食品加工業  

(C)國防軍需工業 (D)生化核能工業。 

35、臺灣西部河川多東西流向，造成早期南北陸路交通不

便。請問：要到下列何時，臺灣南北陸路交通開始通行

無礙，此種現象獲得改善？  

(A)荷蘭統治臺灣時期 (B)鄭氏治臺時期  

(C)清領臺灣時期   (D)日本殖民臺灣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