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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每題兩分，共六十四分） 

(     )1. 阿宏在圖書館查詢資料時，發現一幅描繪 17 世紀臺灣原住民使用火槍狩獵

的圖（如右圖）。請問：圖中原住民使用的槍枝主要來源最可能為何？(Ａ)  

西方傳教士贈送 (Ｂ) 與海商交易取得 (Ｃ) 劫掠中國沿海地區 (Ｄ) 自行

發明與製造。 

(     )2. 請問：下列何者並非在大航海時代下的臺灣，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 (Ａ) 茶

葉 (Ｂ) 鹿皮 (Ｃ) 稻米 (Ｄ) 蔗糖。  

(     )3. 清朝統治期間臺灣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的民變，下列何者是同治年間爆發的重大民變事件？ (Ａ) 戴

潮春事件 (Ｂ) 林爽文事件 (Ｃ) 朱一貴事件 (Ｄ) 郭懷一事件。 

(     )4. 臺灣原住民在面對外來政權侵入時，常採取臣服或拚死對抗的方式，但也有一群人在抗爭失敗後

選擇從高雄遷徙至未受外來政權統治的屏東地區。請問：上述的狀態最可能發生在幾世紀？ (Ａ) 

16 世紀 (Ｂ) 17 世紀 (Ｃ) 18 世紀 (Ｄ) 19 世紀。 

(     )5. 清帝國時期，臺灣的「羅漢腳」是對下列何者的稱呼？(Ａ) 平埔族成年男子 (Ｂ) 與平埔族通婚的

漢人 (Ｃ) 清領時期駐臺的士兵 (Ｄ) 沒有妻兒，也沒有固定職業的男性遊民。 

(     )6. 光緒年間，法軍進攻中國哪一藩屬國，清法因而交戰？(Ａ) 越南 (Ｂ) 緬甸 (Ｃ) 朝鮮 (Ｄ) 琉球。 

(     )7. 阿福在雍正年間時想要帶著妻小一起到臺灣打拼，卻無法實現，只能自己一人前往臺灣。阿福之

所以無法攜帶妻小是因為政府的哪一項政策？(Ａ) 開港通商 (Ｂ) 海禁政策 (Ｃ) 渡臺禁令 (Ｄ) 

貿易只能在特定港口進行。 

(     )8. 因發生朱一貴事件，所以在清雍正時期於臺灣增設哪些行政區？(甲) 淡水廳 (乙) 彰化縣 (丙) 諸

羅縣 (丁) 噶瑪蘭廳 (Ａ) 甲乙 (Ｂ) 甲丁 (Ｃ) 乙丙 (Ｄ) 丙丁。 

(     )9. 臺南安平的一級古蹟「億載金城」，是某人來臺興建的第一座西式炮臺，防禦機能完善，有助於鞏

固海防。請問：在此處可看到何人的銅像，以紀念當時的興建者？(Ａ) 施琅 (Ｂ) 邵友濂 (Ｃ) 劉

銘傳 (Ｄ) 沈葆楨。 

(     )10. 筱玉假日與家人到基隆出遊，忽然見到路旁有刻著法文

的墓碑（如右圖），此法軍公墓的存在與哪項歷史事件有

關？(Ａ) 開山撫番 (Ｂ) 清法戰爭 (Ｃ) 開港通商 (Ｄ) 

牡丹社事件。 

(     )11. 清廷經營臺灣，陸續設置地方行政單位，請問：下列哪

一個行政區是最晚設立的？(Ａ) 彰化縣 (Ｂ) 諸羅縣 

(Ｃ) 淡水廳 (Ｄ) 噶瑪蘭廳。 

(     )12.  (甲) 鴉片戰爭 (乙) 清法戰爭 (丙) 英法聯軍 (丁) 牡

丹社事件，上列為清朝統治臺灣時期的重要事件，若按

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列應該為下列何者？ (Ａ) 甲丙丁乙 (Ｂ) 丙甲乙丁 (Ｃ) 丙甲丁乙 (Ｄ) 

丁丙甲乙。 

(     )13. 劉銘傳治臺時，曾經大力推行許多近代化建設。而當時住在臺北的居民，可能會有怎麼樣的生活經

驗？(Ａ) 從臺北坐火車直達高雄遊覽 (Ｂ) 禁止進入原住民居住的地區 (Ｃ) 從臺北打電報給臺

南的親友 (Ｄ) 曾目睹西班牙人占領臺灣北部。 

(     )14. 現今屏東外海的小琉球島上，居民皆是漢人。但我們卻可發現島上有「烏鬼洞」等地理名稱，也有

「烏鬼番」等傳說。史學家曹永和的研究中呈現：1630～1640 年代某國殖民者因該國船民在島上

遇害，遂自臺灣調軍到小琉球進剿、鎮壓，導致島上原住民遭到屠殺與被迫遷移。此某國應是哪

個國家？ (Ａ) 荷蘭 (Ｂ) 中國 (Ｃ) 日本 (Ｄ) 葡萄牙。 

(     )15. 清帝國早期，清廷調整臺灣行政區的原因與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Ａ) 臺灣各地治安好壞 (Ｂ) 外

商貿易範圍拓展 (Ｃ) 發生民變或受外力入侵 (Ｄ) 清廷政府在臺地區的財政稅收多寡。 



(     )16. 下列是描寫清帝國時期某一民變的歌謠：「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

依內容判斷，此歌謠所描述的民變事件為何？(Ａ) 朱一貴事件 (Ｂ) 林爽文事件 (Ｃ) 戴潮春事件 

(Ｄ) 郭懷一事件。 

(     )17. 歷史老師請同學以「臺灣剛納入清朝版圖的行政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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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  

甲生：「設立臺灣府，隸屬於浙江省」 

乙生：「諸羅縣為今日臺南一帶。」 

丙生：「鳳山縣為今日高屏地區。」 

丁生：「臺灣縣為今日臺南以北。」 

(Ａ) 一位 (Ｂ) 二位 (Ｃ) 三位 (Ｄ) 四位。  

(     )18. 1873 年，某位歐洲學者說：「我四處物色，想找一個適合探險、收集自然史博物的地方，最後我決

定到中國的福爾摩沙島走訪一趟，至少到當地已充分開發的地區看看。沒想到福爾摩沙是一個進

行科學收集的嶄新天地，我得以深入內地，探訪眾多的原住民部落。」請問：這位歐洲學者能在

此時前往臺灣進行科學收集的時代背景為何？(Ａ) 鴉片戰爭告終 (Ｂ) 英法聯軍告終 (Ｃ) 林爽文

事件告終 (Ｄ) 牡丹社事件告終。 

(     )19. 18 世紀時，有一位歐洲貴族乘船漂流至臺灣某地區，發現清廷並未在

該地區設置廳、縣治理，因此當他返回歐洲後，大力遊說各國派兵來

此區建立殖民地。上述「未設置廳、縣治理」的地區，最可能是圖中

甲、乙、丙、丁何處？(Ａ) 甲 (Ｂ) 乙 (Ｃ) 丙 (Ｄ) 丁。 

(     )20. 清代臺灣社會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之說法，其中發生在乾

隆年間，為天地會黨起義，事件幾乎擴及全臺，清朝派出福康安率領

大軍，歷時 14 個月才平定，之後還以「嘉勉義行」的名義把諸羅縣改

為嘉義縣，上文所述為哪一事件？(Ａ) 林爽文事件 (Ｂ) 戴潮春事件 

(Ｃ) 郭懷一事件 (Ｄ) 朱一貴事件。  

(     )21. 同治 10 年，某國人民因船難漂流到臺灣「某地」，遭到臺灣「某地」

原住民殺害。後來，日本以「懲辦兇手」為藉口，出兵攻打臺灣「某

地」原住民部落……。請問上文中所提到的臺灣「某地」，應該是下列

何者？ (A) 蘭陽平原 (B) 苗栗丘陵 (C) 恆春半島 (D) 林口台地。  

(     )22. 它是西拉雅族規模最大的部落，多次與荷蘭人爆發衝突，後來遭荷蘭軍隊擊敗，被迫簽訂協約，接

受荷蘭人的統治。請問：該部落當時主要分布地區位於今日臺南市的哪一區？(Ａ) 善化區 (Ｂ) 新

市區 (Ｃ) 佳里區 (Ｄ) 麻豆區。 

(     )23. 清帝國早期在臺灣雖然制定劃界封山的政策，但是漢番界線卻不斷的往山區後退。請問：這種現象

反映了下列哪一項事實？ (Ａ) 漢人與原住民時常發生衝突 (Ｂ) 原住民不願受清政府的統治 

(Ｃ) 原住民與漢人同化的程度不斷提高 (Ｄ) 漢人不斷向內山地區移墾的情形日益嚴重。 

(     )24. 在臺灣史上，有哪一國的基督教傳教士為方便向臺灣原住民傳教，採用拉丁文（羅馬字）拼注異教

徒的語言成文字，以教導異教徒閱讀聖經？(Ａ) 英國 (Ｂ) 日本 (Ｃ) 荷蘭 (Ｄ) 西班牙。 

(     )25. 歷史老師請同學以「清帝國初期在東南海疆與西部陸疆的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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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海疆政策屬於積極進取的態度。」 

乙生：「西部陸疆則是側重於『禁』與『防』。」 

丙生：「清朝朝廷限制中國商船出海。」 

丁生：「中外貿易只能在特定港口進行。」 

(Ａ) 一位 (Ｂ) 二位 (Ｃ) 三位 (Ｄ) 四位。 

(     )26. 貞貞在書上看到臺灣歷史上，清朝政府曾被迫開放臺灣的四個通商口岸。請問：下列何者並非當時

開放的港口？(Ａ) 雞籠 (Ｂ) 安平 (Ｃ) 臺中 (Ｄ) 打狗。 

(     )27. 竹山鎮社寮有一條通往花蓮的八通關古道初始路段，因為沿路的風景迷人，每逢假日不少民眾都會

前往爬山健行。請問：上述古道是下列何人在臺灣的建設？(Ａ) 朱一貴 (Ｂ) 沈葆楨 (Ｃ) 劉銘傳 

(Ｄ) 戴潮春。 

(     )28. 1636 年 2 月，28 名來自臺灣西南部平原的原住民部落代表，因受統治當局召集在某地聚會。會中，

統治者授予旗幟、黑絨禮袍，還送了嵌著銀杖頭的籐杖，象徵他們的地位與權威。這個統治當局，

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Ａ) 荷蘭 (Ｂ) 日本 (Ｃ) 西班牙 (Ｄ) 鄭氏政權。 



(     )29. 17 世紀的臺灣有一位反抗異族統治的重要人物，他曾發動起義，率領民眾占領赤崁城，此舉可謂

捍衛臺灣的先聲。請問：這位民族英雄是下列何人？(Ａ) 林爽文 (Ｂ) 朱一貴 (Ｃ) 郭懷一 (Ｄ) 戴

潮春。 

(     )30. 二沙灣炮臺扼守基隆港，位居險要之處，城門上題有「海門天險」。它曾因戰爭毀損，何人抵臺後

重整修建？(Ａ) 林爽文 (Ｂ) 沈葆楨 (Ｃ) 劉銘傳 (Ｄ) 戴潮春。 

(     )31.  (甲) 朱一貴事件 (乙) 林爽文事件 (丙) 郭懷一事件 (丁) 戴潮春事件，上列為人民反抗政府統治

事件，若按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列應該為下列何者？ (Ａ) 甲丙丁乙 (Ｂ) 丙甲乙丁 (Ｃ) 丙甲丁

乙 (Ｄ) 丁丙甲乙。 

(     )32. 歷史老師請同學以清初「為防臺而治臺」的政策為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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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為了防止臺灣再度成為動亂之源。」 

乙生：「主要的措施有『渡臺禁令』及『開山撫番』。」 

丙生：「『渡臺禁令』導致來臺漢人男女人口比例失衡。」 

丁生：「『開山撫番』則是鼓勵漢人與原住民通婚。」 

(Ａ) 一位 (Ｂ) 二位 (Ｃ) 三位 (Ｄ) 四位。 

二、題組（每一小題兩分，共三十六分） 

題組一：圖(一)與圖(二)是臺灣在清領時期的行

政區劃演變圖。請問： 

(     )33. 從圖(一)到圖(二)是因為經歷哪一事

件？(Ａ) 清法戰爭 (Ｂ) 英法聯軍 

(Ｃ) 鴉片戰爭 (Ｄ) 牡丹社事件。 

(     )34. 圖(一)剛變化到圖(二)時，「某人」為臺

灣最高行政長官(巡撫)。請問：「某人」

是下列哪位人士？(Ａ) 林爽文 (Ｂ) 

沈葆楨 (Ｃ) 郭懷一 (Ｄ) 劉銘傳。 

(     )35. 承上題，「某人」擔任巡撫時，將行政

中心從臺中移到了今日臺灣何處？ 

(A) 高雄 (B) 臺南 (C) 臺北 (D) 宜

蘭。 

                                                     ▲圖(一)                 ▲圖(二) 

 

題組二：某大臣曾提出奏章：「奏為臺地後山（東部）急須耕墾，請開舊禁，以杜（根絕）訛索（敲詐勒索）

而廣招徠。」請回答下列問題： 

(     )36. 資料中的「某大臣」應是下列何人？(Ａ) 鄭經 (Ｂ) 施琅 (Ｃ) 劉銘傳 (Ｄ) 沈葆楨。 

(     )37. 資料中的「舊禁」所指為何？(Ａ) 棄留爭議 (Ｂ) 渡臺禁令 (Ｃ) 劃界封山 (Ｄ) 海禁政策。 

 

題組三：騰雲號是臺灣第一部蒸氣火車，自清領後期起，行駛於臺灣最早的鐵路上。請問： 

(     )38. 騰雲號行駛於臺灣最早的鐵路上，而當時的鐵路路線為何？ (Ａ) 基隆—臺北 (Ｂ) 基隆—臺中 (Ｃ) 

臺北—苗栗 (Ｄ) 苗栗—臺中。 

(     )39. 這條臺灣最早的鐵路是在何人擔任臺灣巡撫時完成的？ (Ａ) 施琅 (Ｂ) 沈葆楨 (Ｃ) 邵友濂 (Ｄ) 

劉銘傳。 

 

題組四：某大臣曾向當時的皇帝提出奏章：「臺灣一地，雖屬多島，實關四省之要害。……故當此地方削平，

定計去留，莫敢擔承，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邊疆）。」請回答下列問題： 

(     )40. 資料中的「某大臣」應是下列何人？(Ａ) 鄭經 (Ｂ) 施琅 (Ｃ) 劉銘傳 (Ｄ) 沈葆楨。 

(     )41. 資料中的「當時的皇帝」應是下列何人？(Ａ) 乾隆 (Ｂ) 雍正 (Ｃ) 嘉慶 (Ｄ) 康熙。 

 

題組五：動畫公司根據某歷史事件，設計一部名為「百步蛇與太陽旗的戰爭」的短片，請問： 



 

(     )42. 在「乙場景」中，與日本激戰的原住民，應為下列何者？(A) 新港社 (B) 麻豆社 (C) 牡丹社 (D) 蕭

壟社。 

(     )43. 圖中的「丙場景」應為下列何者？ (A) 原住民打敗日本海軍，引起更大紛爭 (B) 清朝軍隊打敗日

本，稱霸東亞 (C) 朝廷命劉銘傳來臺，加強近代化建設 (D) 朝廷任命沈葆楨為欽差大臣，來臺加

強防務。 

(     )44. 此事件不久後，造成日本正式併吞哪一國家，成為其領土之一？(A) 越南 (B) 緬甸 (C) 琉球 (D) 

朝鮮。 

 

題組六： 

資料一：清代《番俗六考》 

  「沙轆（今臺中市沙鹿區的舊稱）番，原有數百人，為最盛，後為劉國軒（鄭氏將領）殺戮殆盡，只餘

六人，潛匿海口。」 

資料二：清代郁永河《裨海紀遊》 

  「鄭氏繼至，立法尤嚴，誅夷不遺妻子……。今大肚、牛罵（今臺中市清水區的舊稱）、大甲、竹塹（今

新竹地區的舊稱）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 

       以上這兩段資料，是清帝國統治臺灣初期對於臺灣原住民處境的描述。請問： 

(     )45. 這兩段資料主要描述的臺灣原住民處境，是指臺灣的哪個區域？(Ａ) 北部 (Ｂ) 中部 (Ｃ) 南部 

(Ｄ) 東部。 

(     )46. 這兩段資料都將臺灣部分原住民處境差與人口銳減的責任歸咎於何者？(Ａ) 荷蘭人 (Ｂ) 西班牙

人 (Ｃ) 清朝官員 (Ｄ) 鄭氏政權。 

 

題組七：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臺灣進行大規模的田野調查，曾訪問耆老潘乾坤口述如下：「我們這一族

原名為馬卡道，原來和臺南方面的平埔仔是同一祖先傳下來的。我們居住在以鳳山方面為中心的平

原，當時我們很繁榮，很多族人駕獨木舟，遠航到小呂宋貿易，帶回小呂宋當地土著 Karaya 當

奴隸。後來 Karaya 不肯被奴役而入山。後來，我們族中的一、兩個社，曾經接受教化，學會用

羅馬拼音寫族語的方法。在鄭氏時期，我們這一族曾經被討伐，在戰爭中，我們的首領 Sukune 陣

亡，由 Maikui 接替繼續率領族人。後來我們在清帝國時期歸化，這時候族人分散幾個社，最後

遇到漢人的侵占，族人各自退到偏僻的地方生活。」請問： 

(     )47. 資料中提及的「臺南方面的平埔仔」應是指下列哪一族？(Ａ) 馬卡道族 (Ｂ) 西拉雅族 (Ｃ) 噶瑪

蘭族 (Ｄ) 凱達格蘭族。 

(     )48. 馬卡道族曾習得用羅馬拼音寫「族語」的方法，這種方法寫成的契約，我們可以通稱為何？(Ａ) 漢

文文書 (Ｂ) 荷蘭文書 (Ｃ) 羅馬文書 (Ｄ) 新港文書。 

 

題組八：以下是一段 17世紀的文獻記載：「西班牙人每年向該地的已婚原住民

課徵二隻雞和三甘當米的稅，原住民感到無法忍受，所以襲擊該地的

西班牙城堡，殺了 30 個西班牙人。」〔甘當：一種米的容器〕請問： 

(     )49. 此段記載最可能是描繪附圖中何處的情況？(Ａ) 甲 (Ｂ) 乙 (Ｃ) 丙 

(Ｄ) 丁。 

(     )50. 當時居住在城堡內的西班牙人，可能就近與下列哪一族人進行買

賣？(Ａ) 馬賽人 (Ｂ) 噶瑪蘭人 (Ｃ) 賽夏族人 (Ｄ) 西拉雅人。 

某國人民遭遇暴風

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