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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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L4） 

1、小易是日治時期的臺灣原住民小朋友，小易母親想讓他

去接受初等教育，請問：小易可就讀的學校是下列哪一

種？  

(A)小學校 (B)蕃童教育所  

(C)公學校 (D)蕃童保育所。 

2、承上題，日本官方重視原民孩童教育的主要原因為下列

何者？   

(A)提升原民生活品質  (B)為原民培養建設人才   

(C)推動原民同化教育  (D)方便原民開發山地資源。 

3、西元 1926 年，陳先生與一群朋友由基隆上船，到日本接

受大學教育。當時像他們這樣離鄉背井，渡洋求學的人

還有很多。請問：下列哪一項原因造成當時此種風潮？  

(A)臺人在臺灣升學不容易  

(B)日本教育制度較為公平  

(C)臺灣沒有高等教育學校  

(D)日本倡導學術研究政策。〔92 基測〕 

4、西元 1943 年，總督府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將公學校、

小學校合併，這是為了達成下列哪一項目標？ (A)雙語

教育 (B)安撫政策 (C)教育本土化 (D)皇民化運動。 

5、下列在日治時期哪一個層級的教育，著重實用原則，主

要在培養初級技術人才與公學校教師？   

(A)學前教育  (B)初等教育  (C)中等教育  (D)高等教育。 

6、右圖為心儀找到爺爺中學時代站在

學校門口繪製的人物像，從圖中的

學校看來，當時爺爺就讀的中學有

何特色？  

(A)專門為在臺日人所設的學校  

(B)為了推動皇民化運動所設的學校  

(C)為了教化原住民所設的國語講習所  

(D)第一所專收臺人子弟的中學。 

7、日治時期，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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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是日治時期總督府所推出的宣傳

海報。當時設計此海報的目的，是要

配合總督府的何種政策？  

(A)養成現代衛生觀念  

(B)養成守法觀念  

(C)養成守時觀念  

(D)養成愛國觀念。 

9、日治時期所推行的放足斷髮運動中，所謂的「斷髮」是

指下列何者？   

(A)指將所有犯人的頭髮剪斷，以和一般人民區隔   

(B)將象徵不文明的辮子剪掉，改留洋式髮型   

(C)解除長久以來的髮禁，宣布改留短髮    

(D)鼓勵男子理成光頭，以維持整潔乾淨。 

10、日本統治時期，因總督府改善公共衛生，有效地防治熱

帶傳染病，使臺灣人口的死亡率大幅降低，這在當時曾

明顯造成哪一種人口現象？  

(A)社會增加率提高 (B)人口成長率降低  

(C)自然增加率提高 (D)性別比例趨向平衡。〔97 基測〕 

11、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經常動員下列何種組織，實施環

境清潔及防疫工作？   

(A)軍人  (B)學生  (C)保甲  (D)公務員。 

12、日治時期，總督府曾針對臺灣社會的「陋習」進行有計

畫的革除，唯獨「鴉片」一項並未在當時的臺灣社會禁

絕，這是因為當時總督府對鴉片採取什麼措施？  

(A)鼓勵臺人種植 (B)設置專門機構保管  

(C)開放出口國外 (D)收歸政府專賣。 

13、日治時期推行放足運動，對臺灣的婦女而言有何重大影

響？ (A)女性放足後，生產意願反而降低 (B)女性放

足後，出嫁意願逐漸降低 (C)女性放足後，反而就業

機會變少 (D)女性放足後，替社會增加人力資源。 

14、日本統治時期，下列哪一項政策或運動是站在臺灣人自

身的立場，為維護臺灣人權益而提出？  

(A)南進政策  

(B)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C)皇民化運動  

(D)「農業臺灣，工業日本」政策。〔98 基測〕 

15、臺灣文化協會曾發行下列哪一種刊物，致力於啟迪民

智、喚醒民族意識及加強社會觀念？  

(A)臺灣民報 (B)新民叢報  

(C)民眾日報  (D)自由時報。 

16、西元 1920 年代起，臺灣新知識分子倡組團體，以合法

的手段，推動社會運動，其中他們最重要的要求為何？ 

(A)改善臺灣經濟狀況      (B)改革不合理的殖民政策   

(C)提升臺灣人的教育水準  (D)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 

17、日治時期，下列那位知識分子認為臺灣人得了「缺乏知

識」的營養不良症？   

(A)蔣渭水  (B)楊肇嘉  (C)黃玉階  (D)林獻堂。 

18、承上題，該位知識分子還成立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個合法

的政黨，請問：是下列哪一個政黨？   

(A)臺灣自民黨 (B)臺灣民主黨  

(C)臺灣民眾黨 (D)臺灣農工黨。 

19、西元 1920 年代起，臺灣人在摒棄武裝的抗日之後，改

採以政治社會改革為主要路線。請問：當時臺灣知識分

子的覺醒是受到下列何種思潮的刺激？   

(A)自由放任  (B)浪漫主義   

(C)共產主義  (D)民族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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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隨著下列哪一場戰

爭的爆發，在總督府的壓制下，逐漸宣告沉寂？  

(A)甲午戰爭          (B)日俄戰爭   

(C)1937 年的中日戰爭  (D)第二次世界大戰。 

21、光復初期，臺灣物價飛漲、社會秩序不穩，這是下列哪

一個因素所引發？   

(A)國共內戰    (B)軍事政變    

(C)日企業撤離  (D)政府實施戒嚴。 

22、民國 36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導火線為下列何者？   

(A)共產黨暗中煽動  (B)民眾要求歸還土地   

(C)政府宣佈戒嚴    (D)查緝私菸問題。 

23、陳儀來臺負責接收和治臺事宜，但其做為卻被臺灣民眾

稱之為「新總督」，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陳儀未經人民同意，沒收百姓財產  

(B)陳儀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  

(C)陳儀拒絕將在臺日人遣送回日本  

(D)陳儀的施政受到臺灣民眾支持。 

24、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陳儀來臺初期，在經濟方面採

取下列哪一種措施？  

(A)將土地改為國有制  

(B)民生工業全數轉為國營  

(C)限制民間的經濟活動  

(D)提高所有消費物品的稅率。 

25、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對於日後臺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何

種影響？   

(A)精英份子全數移居國外  (B)經濟全面蕭條   

(C)省籍情結嚴重          (D)政治逐漸民主化。 

26、近年來，政府在許多地方豎立「二二八事件紀念碑」，

代表政府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態度為何？   

(A)繼續追查元兇，還給受難者應有的公平正義   

(B)成立專案小組，尋找受難者的遺體   

(C)採取相關措施，向社會大眾致歉   

(D)掩蓋事件造成的傷痛，避免製造衝突。 

27、民國 70 年，馬宜安想創辦一份報紙，但當時的政府以

不符合法令為理由，不准創辦。上文所提到的法令應是

指下列何者？  

(A)禁報令 (B)戡亂令 (C)宵禁令 (D)戒嚴令。 

28、承上題，該法令頒布後，對臺灣造成很大的影響。請問：

當時臺灣的政治特色為下列何者？  

(A)民主自由 (B)全力發展經濟  

(C)威權統治 (D)積極拓展外交。 

29、臺灣歷史上的某個時期，總統具有緊急處分權。總統的

此項權力是由下列哪一法案所賦予的？  

(A)戒嚴令       (B)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C)中華民國憲法 (D)國家安全法。 

30、承上題，廢除此法案的是下列哪一為總統？  

(A)李登輝 (B)陳水扁 (C)蔣經國 (D)蔣中正。 

31、阿欣完成了臺灣史報告，她將報告的關鍵詞設定為「報

禁」、「美麗島事件」、「耕者有其田」等，依此推斷，該

報告的主題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戒嚴時期的社會面貌   

(B)日治時期的民主運動   

(C)韓戰時期的外交衝擊   

(D)抗戰時期的國家政策。〔99 基測〕 

32、政府遷臺以後，民主政治的實施，首先表現在哪一方面？  

(A)取消戒嚴令  

(B)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C)實施縣市地方自治  

(D)解除報禁與黨禁。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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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D)教育水準提升與經濟發展。 

34、臺灣的政治民主化發展過程中，「解嚴」是個重要關鍵。

解嚴令中最主要的內容為下列何者？  

(A)總統由人民直選    (B)國營事業民營化  

(C)開放地方民意代表選舉 (D)廢除黨禁、報禁。 

35、右圖中的期刊是臺灣在民國 40 年代檯

面上可以聽看不同立場的出版品，內容

刊登的文章主要為檢討臺灣內部問

題，及批評國民黨政府政策弊病，因而

引發當局不滿。請問：上述最後導致主

辦雜誌的何人遭逮捕？  

(A)胡適 (B)雷震 (C)陳儀 (D)陳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