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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每題兩分，共六十四分） 

(     )1. 小翔閱讀臺灣歷史，發現原來臺灣曾經有成立過曇花一現的「臺灣民主國」，請問：下列哪位是臺

灣民主國「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總統？ (A)丘逢甲 (B) 唐景崧 (C) 劉銘傳 (D) 沈葆楨。 

(     )2.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是指清朝的宰相李鴻章在簽訂《○X 條約》後，將臺灣、

澎湖割讓給日本。請問：《○X 條約》應是下列何者？ (A) 南京條約 (B) 天津條約 (C) 北京條

約 (D) 馬關條約。 

(     )3. 「此次事件」利用民間宗教信仰，號召支持者起事，結果失敗。「此次事件」也是日治時期規模最

大、犧牲人數最多的武裝抗日事件。請問：「此次事件」應是下列何者？ (A) 苗栗事件 (B) 西來

庵事件 (C) 林爽文事件 (D) 戴潮春事件。 

(     )4. 在韓國電影「花漾奶奶秀英文」（아이캔스피크, I Can Speak）中，探討了「慰安婦」問題。然而，

相同的問題也曾發生在臺灣。在「某場戰爭」期間，有部分臺籍婦女被迫充當「慰安婦」，成為戰

火下的犧牲者。請問：導致臺籍「慰安婦」事件的「某場戰爭」，應是下列何者？ (A) 一次大戰 (B) 

甲午戰爭 (C) 中法戰爭 (D) 中日戰爭。 

(     )5. 日本占領臺灣後，日人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曾實施專賣制度，由政府獨占經營。請問：下列哪項

物品，被日人列為專賣商品之一？ (A) 甘蔗 (B) 稻米 (C) 鴉片 (D) 茶葉。 

(     )6. 請問：我們現在所食用的蓬萊米是在何時培植成功，且為臺灣稻米生產帶來劃時代的意義？ (A) 

日治時期 (B) 鄭氏時期 (C) 荷治時期 (D) 清領初期。 

(     )7. 日本統治臺灣 50 年間的政策，大致可分成以下三個時期：(甲)內地延長主義 (乙)無方針主義時期 

(丙)皇民化運動。請問：三個時期依發生的先後排列應為下列何者？ (A) 甲乙丙 (B) 乙甲丙 (C) 

甲丙乙 (D) 乙丙甲。 

(     )8. 小靜閱讀臺灣歷史書籍，發現要到哪一個時期，臺灣才實施第一次的人口普查，此後政府定期舉

行普查，以便確實掌握臺灣人口實況？ (A) 日治時期 (B) 清領前期 (C) 清領後期 (D) 鄭氏

時期。 

(     )9.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孩童若哭鬧時，長輩們只需恫嚇：「大人來了，再哭就會被抓去」，孩童就會

立即安靜。請問：長輩們口中所稱的「大人」，是指下列何者？ (A) 甲長 (B) 保正 (C) 總督 (D)

警察。 

(     )10. 日治初期，總督府為了強化殖民統治及獲取臺灣資源，在何人擔任民政長官後，展開各項基礎建

設？ (A) 樺山資紀 (B) 後藤新平 (C) 田健治郎 (D) 兒玉源太郎。 

(     )11. 為方便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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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統治→日本統治 (C) 荷蘭統治→鄭氏統治→日本統治→清朝統治 (D) 荷蘭統治→清朝統

治→鄭氏統治→日本統治。 

(     )12. 請問：下列有關「壯丁團」的描述，何者正確？ (A) 是地方行政的中心 (B) 協助警察救災及鎮

壓抗日分子 (C) 由保甲中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所組成 (D) 成員為直接隸屬於總督府的官員。 

(     )13. 歷史課堂上，同學們正在討論「無方針主義時期」。  

曉華：「時間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阿真：「此時期的臺灣總督皆由文人官員（文官）擔任。」 

姍姍：「當時總督府一方面鎮壓各地的武裝抗日行動。」 

香香：「另一方面則尊重臺灣人民的風俗習慣，以攏絡人心，消除反抗。」 

請問：以上同學的敘述中，有幾位是正確的？ (A) 一位 (B) 二位 (C) 三位 (D) 四位。 

(     )14. 西元 1930 年代以後，臺灣總督府在臺灣積極推動工業化，下列何者是其主要目的？ (A) 使臺灣

成為日本國內工業零組件的供應地 (B) 使臺灣成為南進的補給基地 (C) 有效利用臺灣的資



源，促進臺灣工業的發展 (D) 改善臺灣的經濟，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 

(     )15. 在臺灣史上的「某一時期」，臺灣行政區經過數次變遷，最後才確立為五州三廳。地方行政機關完

全奉上級的命令處理公務，長官皆為官派，欠缺自主權和自治權。請問：以上所述的「某一時期」，

應是下列何者？(A) 清領前期 (B) 清領後期 (C) 日治時期 (D) 國際競爭時期。 

(     )16. 歷史課堂上，同學們正在討論「內地延長主義時期」的出現。  

阿志：此時期的臺灣總督改由武官擔任 

豪豪：強調將臺灣視為「內地」（日本）的一部分 

小玲：標榜「農業日本，工業臺灣」，原則上將日本國內的法制延用到臺灣。 

香香：但實際上，臺灣人並未獲得與日本人一樣的待遇 

請問：以上同學的敘述中，有幾位是正確的？(A) 一位 (B) 二位 (C) 三位 (D) 四位。 

(     )17. 總督府在日治時期成立銀行，整頓金融，統一發行貨幣，加速臺灣資金與商品的交易與流通。請問：

該家銀行名稱為何？ (A) 臺灣銀行 (B) 東京銀行 (C) 土地銀行 (D) 彰化銀行。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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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的基礎建設 (B) 荷蘭時期的海外貿易 (C) 鄭氏

時期的農業拓墾 (D) 清領後期的開港通商。 

(     )19. 請問：在下列哪一事件過後，臺灣漢人的武裝抗日行動大致停止？ (A) 苗栗事件 (B) 霧社事件 

(C) 西來庵事件 (D) 戴潮春事件。 

(     )20.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此項政策」確定了土地所有權，使田賦稅收大為增加；「此項政策」也

將無主山林地收歸國有，以利開發森林資源。請問：「此項政策」應是指下列何者？ (A) 戶口調

查 (B) 興修水利 (C) 專賣制度 (D) 土地與林野調查。 

(     )21. 日治時代臺灣經濟發展的最大特徵有兩方面：一為現代化，另一為日本化。所謂現代化是指現代經

濟體系的建構，而所謂日本化則是指臺灣與日本經濟關係的強化。請問：下列選項中，何者符合

文中「所謂日本化則是指臺灣與日本經濟關係的強化」？ (A) 設立郵局 (B) 鴉片專賣 (C) 統

一度量衡 (D) 修築島內公路。  

(     )22. 小益在歷史書上發現一張旗幟圖片。請問：這最有可能是什麼樣的

旗幟？ (A) 臺灣民主國的國旗 (B) 朱一貴起事抗清旗幟 (C) 

原住民抗日時的旗幟 (D) 清朝建國之後的國旗。 

(     )23. 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曾說過：「臺灣是內地的延長，對臺灣人民要一

視同仁。」他說這句話的背景為下列何者？ (A) 霧社事件結束後 

(B) 甲午戰爭爆發前 (C)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D) 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後。 

(     )24. 日治初期，總督府為了加強臺灣各地與日本間的通訊聯絡，在臺灣

普遍設立了什麼系統？ (A) 郵便局 (B) 海底電纜 (C) 手機通訊 (D) 網際網路。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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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築鐵路 (B) 人口普查 (C)

改革幣制 (D) 公共衛生。 

(     )26. 日治時期，臺灣各地的抗日行動層出不窮。請問：下列有關臺灣抗日行動的出現順序，何者正確？

(A) 霧社事件→臺灣民主國→苗栗事件→西來庵事件 (B) 臺灣民主國→霧社事件→苗栗事件→西

來庵事件 (C) 霧社事件→苗栗事件→臺灣民主國→西來庵事件 (D) 臺灣民主國→苗栗事件→西

來庵事件→霧社事件。 

(     )27. 「此人反對割讓臺灣，鎮守臺南。在臺灣民主國總統返回中國後，仍以臺灣民主國名號，結合各地

軍民抗日，但由於兵力與日軍相差懸殊，節節敗退。最後，此人也退回中國，臺灣民主國宣告瓦

解。」請問：上文所說的「此人」是下列何人？ (A) 丘逢甲 (B) 沈葆楨 (C) 丁日昌 (D) 劉永福。 

(     )28. 歷史課堂上，同學們正在討論保甲制度。  

小邱：保甲制度在臺灣最早出現時間為鄭氏治臺時期。  

喬喬：日治時期的保甲成員間負有連坐責任。 

阿惠：日治時期的保甲主要任務為輔佐警察。 

雯雯：日治時期的保甲也會協助地方機關執行公共事務。 

請問：以上同學的敘述中，有幾位是正確的？ (A) 一位 (B) 二位 (C) 三位 (D) 四位。 

(     )29. 琪琪為了研究某時期的歷史，在網路上搜尋資訊。她輸入兩個關鍵字：「日治時期」和「羅福星」。

請問：她最有可能搜尋到哪個網頁？ (A) 慘烈的霧社事件 (B) 苗栗事件的始末 (C) 臺灣民主國



的興衰 (D) 臺灣基礎建設的奠定。 

(     )30. 日治時期，社會流行一句俗語：「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請問：這句話反映出當時的什麼現

象？ (A) 農民種甘蔗所能得到的利益相當豐厚 (B) 會社提高甘蔗的收購價格，保障蔗糖原料供

應 (C) 政府為了有效發展經濟，獎勵人們多種植稻米 (D) 臺灣蔗糖產量不斷增加，當時的蔗農

卻賺不到應得的利潤。 

(     )31. 生活在臺灣的小慧，有一次她從基隆搭乘火車前往高雄，去探望住在高雄的外婆。請問：根據上文

所示，小慧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時期的人士？ (A) 18 世紀後期  (B) 19 世紀初期  (C) 19 世紀後期  

(D) 20 世紀初期。 

(     )32. 臺灣士紳成立「臺灣民主國」，宣布獨立的主要原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 官員意圖獨立建

國，以掌大權 (B) 中法戰爭時，法國欲攻入臺灣 (C) 臺灣官民反對日本接收臺灣 (D) 清政府

腐敗，臺灣人民號召義軍反抗。 

 

二、題組（每一小題兩分，共三十六分） 

題組一：現代臺灣人很難想像沒有電的日子，想知道家中電力的來源，就要了解臺灣電力公司的歷史，最早

可以上溯到日治時期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 

(     )33. 請問：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最大的成就，是位於何處的水力發電工程系統，使臺灣西半部有了充足

穩定的電力供應？ (A) 日月潭 (B) 石門水庫 (C) 嘉南大圳 (D) 烏山頭水庫。 

(     )34. 承上題，此處的水力發電工程系統是何時完工的？ (A) 西元1924年 (B) 西元1934年 (C) 西元1944

年 (D) 西元 1954 年。 

(     )35. 此時期總督府將經濟政策調整為下列何者？ (Ａ) 「工業臺灣，農業日本」 (Ｂ) 「工業南洋，農

業日本」 (Ｃ) 「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Ｄ) 「工業南洋，農業臺灣」。 

題組二：八田與一於日治時期在臺灣南部興建大圳，勞心勞力，過人的意志與技術令人敬佩。後來，他前往

菲律賓途中不幸罹難，總督府在水庫旁豎立銅像以咨紀念。國民政府來臺後，水利協會會員感念八

田與一的貢獻，將被破壞的銅像重新豎起，為此位「生在異鄉，功在臺灣」的日本工程師致上無限

的追思與敬意。請問： 

(     )36. 根據上文所述，八田與一興建的大圳為何？ (A) 瑠公圳 (B) 曹公圳 (C) 猫霧捒圳 (D) 嘉南大

圳。 

(     )37. 文中提及「總督府在水庫旁豎立銅像以咨紀念」。請問：欲前往此銅像處參觀，需要前往臺灣哪一

座水庫？ (A) 翡翠水庫 (B) 寶山水庫 (C) 石門水庫 (D) 烏山頭水庫。 

(     )38. 承上題，此人興建的水利工程，主要貢獻為何？ (A) 使其成為臺灣重要的觀光景點 (B) 使民眾

澈底解決飲水的問題 (C) 使灌溉面積擴大，大幅提高農作物的產量 (D) 透過水圳運送貨物更便

利，促進商業發達。 

(     )39. 總督府為八田與一豎立銅像，表揚其貢獻，顯見對水利工程之重視。請問：對於當時水利工程的敘

述，下列何者錯誤？ (A) 水利工程建設之目的，主要是為了提升茶葉的產量 (B) 文章提到的水

利工程，是日治時期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C) 除興建水利工程外，日本也在臺灣成立農業試驗場 

(D) 水利工程完成後，可為總督府帶來不少經濟利益。 

 

題組三：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為了展示日本殖民臺灣的成績，總督府曾特別舉辦「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

博覽會」。在這場盛大的博覽會中，每一項展品與場地的設置，皆在細數日本治臺的豐碩成果。除了

在臺北城設立了大型展覽館外，全臺各地也有各類大大小小的地方會場，彷彿告訴參訪的人們，臺

灣已經成功蛻變成為日本帝國版圖中，最閃亮的南方珍珠。請問： 

(     )40. 在博覽會中，有一項物產因發展迅速，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產業，被日本殖民政府獨立

成館，展出其發展過程與各種模型。此產業為下列何者？ (A) 蔗糖 (B) 樟腦 (C) 茶葉 (D) 食

鹽。 

(     )41. 在展覽會中有個「船舶館」，展示的重點是呈現臺日之間的船運路線與海運事業的蓬勃發展。若當

時旅居日本的臺灣僑民想回臺北參加博覽會，最適合對渡的臺灣現代化港口會是下列哪一個？ 

(A) 基隆港 (B) 臺北港 (C) 臺中港 (D) 蘇澳港。 

(     )42. 原住民也是這場展覽會最受矚目的焦點之一，現場表演的原住民歌舞經常博得觀眾的好評與歡迎。

總督府利用這個展演機會，企圖扭轉臺灣人對於原住民仍處於未受現代文明「洗禮」的刻板印象。

實際上，在不久前，總督府才平定殖民臺灣以來規模最大的原住民反日抗爭。此為下列哪一場抗



爭？ (A) 苗栗事件 (B) 霧社事件 (C) 林爽文事件 (D) 西來庵事件。 

 

題組四： 

我的名字叫做林阿花，在我出生那年，我居住的地方剛因一場戰役的失敗而被割讓給日本，一直到

我長大成人，各地仍不時有抗日事件發生。我記得當時我的爸爸和哥哥也偷偷參加了抗日的運動，他們

常聚集在西來庵，商討如何起事，可惜最後失敗了。 

後來，全球瀰漫民族自決的思潮，臺灣也展開了政治社會運動，爭取臺灣人應該有的權益。 

就在我 40多歲時，政府推行一項運動，我被迫要將名字改為「小林花子」，要改穿和服，並鼓勵我

們講日語。最讓我不能接受的是，我唯一的兒子要被政府徵召入伍，並派往中國支援，這叫我怎麼度過

剩下的日子啊？……請問：  

(     )43. 根據上文敘述，林阿花的爸爸和哥哥所參加的抗日事件，其主要領導者應為下列哪一位？ (A) 孫

中山 (B) 余清芳 (C) 羅福星 (D) 莫那魯道。 

(     )44. 文中提到「……全球瀰漫民族自決的思潮，臺灣也展開了政治社會運動，爭取臺灣人應該有的權益。」

請問：根據上述內容，臺灣應是處於日治時期的哪個階段？(A) 嚴密鎮壓時期 (B) 無方針主義時

期 (C) 皇民化運動時期 (D)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     )45. 由林阿花的名字被改為「小林花子」、改穿和服等事宜來看，可知當時臺灣正處於日治時期的哪個

階段？ (A) 嚴密鎮壓時期 (B) 無方針主義時期 (C) 皇民化運動時期 (D)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     )46. 文末提到林阿花的小兒子被政府徵召入伍，派往中國支援。請問：「派往中國支援」，是指下列哪一

場戰爭？ (A) 甲午戰爭 (B) 中法戰爭 (C)  1937 年中日戰爭 (D) 第一次世界大戰。  

 

題組五：日本統治臺灣之初，一面鎮壓反抗，一面對社會進行嚴密的控制。請問： 

(     )47. 臺灣之所以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主要是下列哪一項原因造成的？ (A) 中法戰爭 (B) 英法聯軍 

(C) 甲午戰爭 (D) 牡丹社事件。 

(     )48. 日治初期，日本頒布的「六三法」對於當時臺灣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A) 視臺灣為日本內地的延

長 (B) 從此臺灣人可以自主管理 (C) 臺灣總督須具備司法背景 (D) 形成總督專制的統治體

制。 

(     )49. 日本對臺灣的統治被視為「典型的警察政治」，其原因應為下列何者？ (A) 警察掌管行政、立法、

司法和軍事大權 (B) 警察是地方上最高行政首長 (C) 警察可以自行處理地方行政工作 (D) 地

方行政以警察為中心，不少事務都有警察介入。 

(     )50. 臺灣總督府利用下列哪三個環節，在臺灣建立起堅實的統治基礎？ (A) 軍人、保甲、壯丁團 (B)

警察、軍人、壯丁團 (C) 警察、保甲、壯丁團 (D) 軍人、警察、保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