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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111學年第一學期高一(愛)歷史科第一次段考解析卷      

高一愛班 座號：  姓名： 

 

單選題：1~20題每題 3分，共 60分；21~40題每題 2分，共 40分。共計 100分。   

※共有40題，請用2B鉛筆畫記於答案卡。 

1.(B)   

解析：(B)此為鄭成功圍攻熱蘭遮城時，寫給荷蘭臺灣長官的勸降書。 

2.(B) 

解析：根據統計，臺灣民間較大規模的分類械鬥有六十餘次之多，時間含蓋康熙至光緒年間。械鬥頻傳，使臺灣成為不穩定

的社會。 

3.(B)   

解析：原文翻譯：「女方才到男方家迎親；迎回家時，這時男子才拜見女方的父母，然後住在女方家，終身奉養女方父母。

男方的父母反而得不到奉養。因此，東番人重女輕男，生女兒比生兒子更為高興，因為女兒可以繼嗣。」，加上東番記記載

的是平埔族，由此可判斷描述的社會制度是母系社會。 

(A)非母系社會。(B)此選項為正解。(C)非母系社會。(D)非母系社會。 

4.(B)   

解析：探討原住民族這個名稱所代表的意義。 

(A)除了客觀事實外，主觀情感上更應該要尊重他們。(B)此選項為正解。(C)目前十六族之間仍有明顯差異。 

(D)「原住民族」的概念是伴隨著歷史文化的社會脈絡，是因為長期與掌握政權的外來強勢民族相對而言，使其產生強烈的

民族情感和自我認同。 

5.(B) 

解析：日本在同化政策時期開放日本企業進入蕃地，逐步壟斷樟腦業及森林伐木業，壓縮原住民族的生活空間。 

6.(B)   

解析：題幹所述為荷治時期實施的贌社制度，鄭氏時期沿襲之。 

7.(D)   

解析：從 1980 年代開始陸續展開原住民族爭取自覺運動，而胡德夫等人設立「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最具代表性。 

8.(A) 

解析：政府希望能透過政策來維護原住民族的文化權。 

9.(B)   

解析：題幹指出在花蓮登陸，因此最有可能為吉野村。 

(A)在臺灣南部。(B)在今臺東地區。(D)在中部地區。 

10.(B) 

解析：謝介石曾出任滿洲國第一任外交總長，為當時臺灣人獲得最高官銜的一位。 

11.(B)   

解析：(A)應為《馬關條約》。 

(C)應視同日本國民。(D)應只有 0.3%。 

12.(D)   

解析：隘門是一種防禦建築，和分類械鬥有關。 

13.(A) 

解析：於野外實地進行的調查就是田野調查。 

14.(B)   

解析：(A)(C)(D)都是旁人或後人轉述的紀錄，皆為二手史料，只有(B)手札書信是曾祖父直接留下的文字記錄，才算是一手史

料。故選(B)。 

15.(D)   

解析：日治時期的日人移民村，雖然也有解決人口壓力、同化臺灣的用意，但因為題幹指出移民村「均由糖廠贊助，土地種

植的是甘蔗而非稻米」，可以推知是為了配合當時「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殖民經濟需求。1922 年蓬萊米研發成功之前，

蔗糖是臺灣輸往日本最大的農產品，所以移民村的日本農民大多被要求種甘蔗，而非能自給自足的稻米。故選(D)。 

16.(B) 

解析：文中提到某人承租土地種植咖啡、椰子與橡膠，這些都是熱帶或副熱帶的作物，選項中只有(B)印尼的氣候最符合。

某人是移民印尼泗水的周里觀。故選(B)。 

17.(B)   

解析：(A)林爽文事件協助平亂的義民包含福建泉州人，而不只客家人。 

(C)臺灣多元族群之間的矛盾，因為清廷的利用分化變得更複雜難解，甚至為清廷所操縱。 

(D)民變爆發的原因確實與政治腐敗有關，但從本文看不出來。 

18.(C)   

解析：「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此句的意思為，歷史往往是史家認為過去發生的事，對於當代社會可能會發生預期性的影

響或意義，即向當代社會解釋過去的意義。 

19.(C)   

解析：（甲）（乙）（丁）的來源可信度不高，且內容錯誤。 

(A)有可能來自中國華南地區。 

(B)應為舊石器時代晚期。 

(C)資料正確且使用出版品《科學人》雜誌，經過出版社審核和出版的程序，其知識內容皆經過考證與確認，故資料來源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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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信。 

(D)就目前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坌坑文化並非自舊石器時期的長濱文化直接演變過來，而是由外地移入的新文化。 

20.(B)   

解析：題幹所提及的內容應為贌社制度，荷治時期以公開競標的方式，讓漢人取得經營番社的物資買賣代理權。 

(A)為日治時期以小租戶為主要土地繳稅者，取消大租戶、小租戶、佃戶與一田二主並存的混亂地權制度。 

(C)是清領時期為降低開發風險與成本，採合股合營的集資方式。 

(D)鄭氏時期為解決大量軍隊來臺所衍生的糧食問題，故由軍隊一邊開發和一邊守衛的兵農合一制。 

21.(A) 

解析：就題幹所提及的訊息，四個資料都和十七世紀的臺灣原住民族有關，明代和清代透過官員或文人短暫來臺所留下的紀

錄，荷治和西班牙來臺時期則是由來臺傳教士，針對北臺灣和南臺灣的平埔族群調查所留下的相關資料，故選(A)。(B)是指

開港通商後的臺灣；(C)是指日治時期的臺灣；(D)是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來臺的統治。 
22.(B)   

解析：此即出現在臺灣中部大肚溪流域一帶，屬平埔族的「大肚番王」領導的跨族群聯盟。 

23.(C)   

解析：(A)原住族民的農業是屬於粗放農業。 

(B)馬賽人並不從事耕作。 

(D)北部原住民族提供硫磺、鹿皮、黃金以交換鹽、布、鐵等。 

24.(C)   

解析：(C)荷蘭傳教士以羅馬字拼寫當地原住民語言，並教導原住民書寫與閱讀來傳播基督教義。此種文字直至十九世紀初

仍被使用，稱為「新港文」。 

25.(A)   

解析：(A)上述觀點主要著眼於經濟角度，認為臺灣物產豐富，有高度的經濟價值。 

26.(D) 

解析：題幹中「紅毛避地」是指紅毛番（荷蘭人）控有臺灣。 

27.(D)   

解析：(A)清朝是因為鄭氏政權。(B)應該反過來是海禁政策連帶導致鎖國。(C)兩個敘述顛倒。(D)明代的海盜又稱倭寇。 

28.(B)   

解析：(A)施琅死後，此禁令即廢除。 

29.(C)   

解析：由於閩、客籍長期不合，導致在林爽文事件中，客籍人士加入清兵陣營，成為合力圍剿林爽文的「義民」。 

30.(D) 

解析：(D)爭奪淡水河艋舺沿岸商業地盤。 

31.(B)   

解析：目前僅噶瑪蘭族尚保存傳統語言，其餘各族的語言幾乎都已消失殆盡。 

32.(C) 

33.(C)   

解析：1905 年，臺灣總督府實施臺灣首次人口普查。 

34.(C)   

解析：由「還我正名」、「還我土地」運動，可知此為原住民族所發起的社會運動。 

35.(B)   

解析：原文翻譯：「淡水的原住民較貧窮，賣東西的價錢較平實，雞籠的原住民較富有，卻吝吝，東西賣出後，隔天還會吵

著買主再多給些錢。」，題目中提到為經被西班牙人所記錄之北部原住民，因此要找位在基隆或是淡水的族群。 

(A)主要居住在宜蘭地區，不是西班牙人統治的區域。 

(B)居住地位於基隆是西班牙人活動區域，且善於航海經商故為正解。 

(C)主要居住在臺南地區，記錄他們的應該是荷蘭人或是漢人。 

(D)一開始是歐洲國家泛指全島原住民，後來主要被荷蘭人拿來指稱西拉雅族人。 

36.(A)   

解析：由題幹「將鹿易銀完餉，餉完再來會飲」可知此原住民族主要的經濟來源是捕鹿，而且有納稅，故選(A)。 

(B)是生番，不納稅。 

(C)是生番，不納稅。 

(D)是生番，不納稅。 

37.(D)   

解析：施琅與鄭成功一起反清復明，後因誤會，使得鄭成功殺了施琅的父親與兄弟，施琅於是投降清朝。康熙二十二年，澎

湖一役，施琅大敗鄭氏軍隊，鄭克塽派人向施琅獻上降表、金印、土地及戶口府庫軍實冊籍，鄭氏政權結束，清朝封施琅為

「靖海侯」。 

38.(C)   

解析：「番仔契」主要為清代漢人與平埔族交易所用文書。 

(A)雖然裡面文字是荷蘭人發明的但並不是荷蘭人與平埔族所訂的土地契約。 

(B)荷蘭人用羅馬字拼寫原住民語言得到，為清代漢人與平埔族交易所用文書。 

(C)因為在清代交易時為了使漢人跟原住民都能看懂而有對照版，此為正解。 

(D)並非鄭氏政權所創，應該是荷蘭人為了傳教而發明。 

3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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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B)依據漢化深淺區分「生番」、「化番」、「熟番」。 

(C)日治時期以文化特質，將原住民族區分為：平埔族、高砂族。 

40.(C)   

解析：臺灣首次人口普查於 1905 年完成。另外，附表中的人數較接近日治初期的人口數，1950 年已有許多外省移民來臺，

人數不應這麼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