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 園 市 立 大 有 國 民 中 學 1 0 8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二 次 評 量 試 卷 

年 級 七年級 
考 試 

科 目 
歷史科 

命 題 

範 圍 
第二冊 L3-L4 

作 答 

時 間 
45 分 

班 級  姓 名  座 號  分 數  

一、單選題（每題兩分，共六十六分） 

(     )1. 阿宏在網路上看到一首詩歌，「從生番到山地同胞，我們的姓名，漸漸地被遺忘在臺灣史的角落……

如果有一天，我們拒絕在歷史裡流浪，請先記下我們的神話與傳統，如果有一天，我們要停止在

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請先恢復我們的姓名與尊嚴」。這首詩歌創作背景，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 

二二八事件 (Ｂ) 原住民運動 (Ｃ) 美麗島事件 (Ｄ) 自由中國事件。 

(     )2. 右圖是某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出版社送審的一本辭典的審查結果，請

根據圖片內容判斷，這本辭典可能因為哪些因素被裁決查扣？(Ａ) 涉及

中共政權之內容 (Ｂ) 充滿日本殖民文化思想 (Ｃ) 透露我國國防、外

交之機密 (Ｄ) 涉及二二八事件之內容。 

(     )3. 日治時期的小貞勤勉好學，立志要成為公學校的老師，於是她進入師範

學校苦讀。請問：當時的師範學校在日治時期屬於哪一種類型的教育制

度？ (Ａ) 初等教育 (Ｂ) 中等教育 (Ｃ) 高等教育 (Ｄ) 留學教育。  

(     )4. 「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汙吏，爭取本省政治

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

的工作，以使臺灣政治的明朗，早日達成……」。上文的發表者應為下

列何者？ (Ａ) 陳誠 (Ｂ) 陳儀 (Ｃ)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Ｄ) 二

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     )5. 下列何者為臺灣文化協會所發行的刊物？(Ａ) 臺灣民報 (Ｂ) 臺灣日報 (Ｃ) 臺灣時報 (Ｄ) 臺灣

新報。 

(     )6. 日治時期的臺灣人福隆一直很想繼續升學，經歷千辛萬苦之後，他進入了第一所專收臺人子弟的

中學校。請問：此時福隆就讀哪一所學校？(Ａ) 臺南中學校 (Ｂ) 臺北中學校 (Ｃ) 臺中中學校 

(Ｄ) 新竹中學校。 

(     )7. 右圖是日治時期的一張宣傳海報，請問：這是哪種運動的宣

傳海報？(Ａ) 守法 (Ｂ) 斷髮 (Ｃ) 守時 (Ｄ) 放足。 

(     )8. 1950、60 年代，情治單位往往不依法律程序逮捕民眾，也未

經正常、公開的司法審判便予以定罪，造成人心惶惶不安，稱

為什麼？(Ａ) 動員戡亂 (Ｂ) 解嚴時期 (Ｃ) 國共內戰 (Ｄ) 

白色恐怖。 

(     )9. 教育家—幣原坦曾經是日治時期臺灣唯一一所大學的首任校

長。請問：幣原坦是在下列何時開始出任校長？ (Ａ) 1920 年 

(Ｂ) 1924 年 (Ｃ) 1926 年 (Ｄ) 1928 年。 

(     )10. 早期的臺灣社會並未建立現代守法觀念，直到何時臺灣才建

立起現代守法觀念？ (Ａ) 日治時期 (Ｂ) 鄭氏時期 (Ｃ) 清

帝國時期 (Ｄ) 國民政府來臺後。 

(     )11. 下列為臺灣某份刊物上刊載的文章：今日針對普及衛生思想，

監督指導的單位須以身作則，首先應喚起市街庄行政人員的自

覺，有效配合地方上保甲的力量。此外，藉由小學校、公學校

對衛生教育的提倡、社會上報章雜誌的宣傳，來提升民眾的衛

生意識。根據內容判斷，此段文章主要在討論下列何者？ (Ａ) 中華民國政府施行衛生教育 (Ｂ) 

日治時期推廣公共衛生觀念 (Ｃ) 清代傳教士引進公共衛生觀念 (Ｄ)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推動

衛生教育。 

(     )12.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因當時局勢而制定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請問：《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開始與結束的時間為何？ (Ａ) 1946〜1989 年 (Ｂ) 1947〜1990 年 (Ｃ) 1948〜1991 年 (Ｄ) 



1949〜1992 年。 

(     )13. 電影《KANO》中描述嘉義農林學校（簡稱嘉農）棒球隊代表臺灣參加日本甲子園高中棒球錦標賽，

獲得亞軍。請問：嘉義農林學校在日治時期，屬於哪一種類型的教育制度？ (Ａ) 初等教育 (Ｂ)

普通中學 (Ｃ) 高等教育 (Ｄ) 職業學校。 

(     )14. 日治時期，新知識分子推動政治社會運動不遺餘力，下列哪一組織著重在啟迪民智、喚醒民族意識，

以文化活動來達成文化教育的目標？ (Ａ) 臺灣總督府 (Ｂ) 臺灣文化協會 (Ｃ) 臺灣地方議會 

(Ｄ) 臺北天然足會。 

(     )15. 承上題，此一組織成立於何時？ (Ａ) 1921 年 (Ｂ) 1925 年 (Ｃ) 1931 年 (Ｄ) 1935 年。 

(     )16. 附圖是亭亭在歷史課堂上所做的筆記，由內容推斷，老師講述的主

題應是下列何者？ (Ａ) 霧社事件 (Ｂ) 臺灣民主國 (Ｃ) 臺灣文化

協會 (Ｄ)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     )17. 歷史老師請同學以「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為題，進行分組討論。

以下是該組四位同學的意見，其中共有幾位同學的看法是正確的？

甲生：當時總督府建立了中式教育制度。 

乙生：其目的為同化臺灣人民。 

丙生：還有做為推動產業政策的工具。 

丁生：而臺灣人也從教育中獲得現代知識。 

(Ａ) 一位 (Ｂ) 二位 (Ｃ) 三位 (Ｄ) 四位。  

(     )18. 1915 年的《臺灣日日新報》中有一則新聞描繪當時的情景：「市內帽

子店、裁縫店大見好況，帽子店的顧客紛至沓來……，裁縫店更是忙碌，顧客應接不暇。」根據

上文，這是實行哪一項措施的結果？ (Ａ) 西化政策 (Ｂ) 放足斷髮 (Ｃ) 慶祝光復 (Ｄ) 皇民化運

動。 

(     )19. 老劉為了在課堂上進行報告，準備了右圖。請問：老劉準備報告的

主題，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 戒嚴時期的臺灣社會變遷 (Ｂ)

戒嚴時期的臺灣政治局勢 (Ｃ) 解嚴後的臺灣教育現況 (Ｄ) 解嚴

後的臺灣政治局勢。 

(     )20. 1996 年，剛滿 20 歲的阿祥用他手中神聖的一票，選出了臺灣首任

人民直選的總統。請問：阿祥將選票投給了下列何人？ (Ａ) 馬英

九 (Ｂ) 陳水扁 (Ｃ) 李登輝 (Ｄ) 蔡英文。 

(     )21.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將一些臺灣人的習慣視為「陋習」。請問：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Ａ) 纏

足 (Ｂ) 辮髮 (Ｃ) 吸食鴉片 (Ｄ) 穿著漢式長衫。  

(     )22. 附表是近年來臺灣社會所發生的重要記事。根據內容判斷，下

列何者最可能是這些社會變革出現的背景？(Ａ) 爭取人權與

自由 (Ｂ) 改良宗教與習俗 (Ｃ) 推動科技與經濟 (Ｄ) 提振

倫理與道德。 

(     )23. 下列何人在 1960 年因創辦《自由中國》雜誌與企圖籌組政黨，

遭到政府的壓制，而被逮捕入獄？ (Ａ) 陳誠 (Ｂ) 雷震 (Ｃ) 陳儀 (Ｄ) 陳澄波。 

(     )24. 游爺爺想起自己就讀公學校一年級時，當時剛好遇到六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請問：游爺爺就

讀公學校一年級應該是下列何時？ (Ａ) 1940 年 (Ｂ) 1941 年 (Ｃ) 1942 年 (Ｄ) 1943 年。 

(     )25. 1960、70 年代的臺灣，當時任何書籍的出版都必須經過審查，甚至報紙、雜誌、流行歌曲等發行也

要經過審查的手續。上述的情況是因為下列哪一法令的規定？ (Ａ) 戒嚴令 (Ｂ) 解嚴令 (Ｃ) 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 (Ｄ)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     )26. 下表為日治時期某一年臺灣的教育

狀況，從表中可看出當時的教育情形

為何？ (Ａ) 臺人基礎教育較日人

更為普及 (Ｂ) 升學管道暢通，臺人

紛紛入學 (Ｃ) 臺人基礎教育不足

且升學不易 (Ｄ) 臺人與日人都有

平等的受教權。 

(     )27. 日治時期家住臺北的雯雯，有天到臺南找她的好友旻旻，旻旻盡地主之誼，招待她到處去參訪。請

問：下列何者最有可能在她們的參訪名單中？ (Ａ) 林百貨 (Ｂ) 菊元商行 (Ｃ) 臺北公園 (Ｄ) 波

年 抗議事件（次） 

1984 277 

1985 427 

1986 484 

1987 995 

1988 1,620 

記事 

臺澎地區解除戒嚴。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首次總統、副總統直接民選。 

項目 

基礎教育 
中等學校

學生數 

專門學校

學生數 

高等教育

學生數 學生數 
學齡兒童

就學率 

日本人 23,711 人 98.2％ 477 人 6,856 人 220 人 

臺灣人 210,727 人 28.4％ 251 人 4,642 人 28 人 



麗路餐廳。 

(     )28. 日治時期，日人成立了臺灣第一所最高教育學府。請問：上文所述是指現今的哪一所大學？ (Ａ) 臺

灣大學 (Ｂ) 輔仁大學 (Ｃ) 文化大學 (Ｄ) 成功大學。 

(     )29. 1942 年，10 歲的真子隨著做警察的爸爸由日本來臺定居。當時如果真子要入學校就讀，應該要讀

何種學校？ (Ａ) 小學校 (Ｂ) 公學校 (Ｃ) 國民學校 (Ｄ) 蕃童教育所。 

(     )30. 小琪完成了臺灣史報告，她將報告的關鍵詞設定為「報禁」、「美麗島事件」、「民主進步黨成立」等，

依此推斷，該報告的主題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 韓戰時期的外交衝擊 (Ｂ) 日治時期的民主運

動 (Ｃ) 戒嚴時期的社會面貌 (Ｄ) 中日戰爭時期的國家政策。 

(     )31. 以下是戰後臺灣發行的四本雜誌，請利用名稱與封面判斷何者與原住民運動有密切關係？ 

(Ａ)  (Ｂ)  (Ｃ)  (Ｄ)  

 

(     )32. 目前我國總統由人民選舉產生，任期四年，可連選連任一次，但歷史上我國行憲後第 1～5 任的總

統都是由同一人擔任，他可以不斷連任總統的原因為何？ (Ａ)《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 (Ｂ) 《戒

嚴令》的授權規定 (Ｃ) 《地方制度法》的擴充條文 (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增修條文。 

(     )33. 由於他執政時期正逢臺灣快速的經濟發展，同時臺灣社會秩序良好，最後放手讓臺灣民主化、宣

布解嚴、開放中國探親等，使他獲得人民認同。上文所述為何人？ (Ａ) 蔣中正 (Ｂ) 李登輝 (Ｃ)

陳水扁 (Ｄ) 蔣經國。 

二、題組（每一小題兩分，共三十四分） 

題組一：日治時期結束不久，在西元「★」年，政府因緝私行動不當處理而激起民眾宿怨。當時臺灣行政長

官「※」恐發生叛亂，請求中央調軍鎮壓。國軍來臺以武力鎮壓，導致許多人士遭到迫害。 

(     )34. 西元「★」年，發生了上一題所說的事件。請問：「★」年是下列何時？ (Ａ) 1945 年 (Ｂ) 1946 年 (Ｃ) 

1947 年 (Ｄ) 1948 年。 

(     )35. 此事件受到許多背景因素的影響，下列哪一項不是造成事件爆發的因素？ (Ａ) 物價飛漲 (Ｂ) 文

化差異 (Ｃ) 官員貪汙 (Ｄ) 日本再度入侵。 

(     )36. 當時的臺灣行政長官「※」又是下列何人？ (Ａ) 陳誠 (Ｂ) 陳儀 (Ｃ) 李登輝 (Ｄ) 蔣中正。  

(     )37. 此事件發生後，對臺灣社會造成何種影響？ (Ａ) 族群關係緊張 (Ｂ) 行政效率提高 (Ｃ) 經濟水準

提高 (Ｄ) 社會福利提高。 

 

題組二：臺灣第一個合法組成的政黨組織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革除社會制度的缺陷」

為黨綱，致力宣傳民權、自治觀念，以「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最為轟動。請問：  

(     )38. 根據上文，此一政黨組織為下列何者？ (Ａ) 臺灣民主黨 (Ｂ) 臺灣民眾黨 (Ｃ) 中國國民黨 (Ｄ) 

民主進步黨。 

(     )39. 上一題所說的政黨組織，成立於何時？ (Ａ) 1925 年 (Ｂ) 1927 年 (Ｃ) 1929 年 (Ｄ) 1931 年。 

 

題組三：臺灣歷史上的第一場地方選舉，投票率高達九成，雖然限制選舉民眾資格，並採取半數官派半數民

選方式進行，但仍然讓臺灣民眾對於自治、普選、參政權等觀念有初步認識。請問： 

(     )40. 這場選舉舉辦的時間是何時？ (Ａ) 1920 年 (Ｂ) 1925 年 (Ｃ) 1930 年 (Ｄ) 1935 年。 

(     )41. 催生臺灣第一場地方選舉的最大功臣應該是下列哪一個組織？ (Ａ) 臺灣民眾黨 (Ｂ) 臺灣文化協

會 (Ｃ)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Ｄ)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     )42. 上一題所說的組織成立於何時？ (Ａ) 1910 年 (Ｂ) 1920 年 (Ｃ) 1930 年 (Ｄ) 1940 年。 

 

題組四：日治初期，臺灣的教育制度已經有了初步的組織與規模，學校教育也很發達。請回答下列問題： 

(     )43. 當時總督府對臺的教育政策是採取下列哪些原則？(甲) 差別待遇 (乙) 資源均等 (丙) 隔離政策



(丁) 民族融合 (Ａ) 甲乙 (Ｂ) 乙丁 (Ｃ) 甲丙 (Ｄ) 丙丁。 

(     )44. 日治初期的在臺日人欲接受初等教育，必須到哪個學校去就讀？ (Ａ) 小學校 (Ｂ) 公學校 (Ｃ)蕃

童教育所 (Ｄ) 蕃人公學校。 

(     )45. 因為總督府教育政策的限制，使得當時臺人不易接受高等教育，紛紛選擇至國外留學，其中以留學

哪個國家的總數最多？ (Ａ) 中國 (Ｂ) 日本 (Ｃ) 英國 (Ｄ) 美國。 

 

題組五：國民政府遷臺後，「★」年起實行不完整的地方自治，開放部分地方的行政首長和民意代表選舉。曾

經有一段時間維持官派省主席，未開放「○○」市長的選舉，直到數十年後才制定相法律並落實。 

(     )46. 上文中的「★」年應該是下列何者？(Ａ) 1949 年 (Ｂ) 1950 年 (Ｃ) 1951 年 (Ｄ) 1952 年。 

(     )47. 當時未開放的「○○」市長的選舉，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 臺北市 (Ｂ) 臺東市 (Ｃ) 嘉義市 

(Ｄ) 花蓮市。 

 

題組六： 1921年，臺灣總督在日本貴族院院會表示：帝國統治的方針，不像英國讓殖民地設置獨立議會、制

定法律、議定預算的殖民地政策，而是當作正在施行帝國憲法的地方，和內地同樣自然處理，提升

其文化，使之與內地相同。……但提出此次申請要求的臺人卻希望制定將施行於臺灣的特別法律及

臺灣預算的議決權賦予該議會的法律。這完全違背了帝國統治臺灣的大方針……像這種做法斷然不

應容許。：  

(     )48. 以上資料產生的背景，與下列哪件大事有關？ (Ａ) 民族自決風潮 (Ｂ) 西來庵事件爆發 (Ｃ) 第

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Ｄ)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     )49. 以上資料產生的時間，最有可能出於下列哪一個時期？ (Ａ) 戒嚴時期 (Ｂ) 皇民化運動時期 (Ｃ)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Ｄ) 殖民地特殊統治時期。 

(     )50. 文中「提出此次申請要求的臺人」，最有可能是下列何人？(Ａ) 磯永吉 (Ｂ) 林獻堂 (Ｃ) 李登輝 

(Ｄ) 蔣經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