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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111學年第一學期國一歷史科第三次段考解析卷    一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 單題：38 題，每題 2 分，共計 76 分。   ※共有 52 題，請用 2B 鉛筆畫記於答案卡。 

1.答案：(Ａ) 

解析：清帝國晚期，茶葉產地集中臺灣北部如大稻埕（今臺北市），加工後由淡水出口。樟腦產地多在中部以北，亦由淡

水出口。由表中可知主要出口商品為茶、樟腦，故選(Ａ)。 

2.答案：(Ｄ) 

解析：開港通商後，大稻埕成為茶葉集散地。 

3.答案：(Ｃ) 

解析：因語言、祖籍不同而產生隔閡。 

4.答案：(Ａ) 

5.答案：(Ｂ) 

6.答案：(Ｄ) 

7.答案：(Ａ) 

8.答案：(Ｂ) 

解析：甘蔗產地多在南部，故以安平或打狗為出口港。 

9.答案：(Ｄ) 

解析：沈光文字文開。 

10.答案：(Ｂ) 

11.答案：(Ｃ) 

解析：閩（福建省）、粵（廣東省）地區因山多田少、人口稠密，故人民紛紛到外地發展，臺灣就是其重要移民區之一。 

12.答案：(Ｄ) 

13.答案：(Ｃ) 

14.答案：(Ｃ) 

15.答案：(Ａ) 

16.答案：(Ａ) 

解析：潮州人多信仰「三山國王」。 

17.答案：(Ｂ) 

18.答案：(Ｃ) 

19.答案：(Ｃ) 

20.答案：(Ｄ) 

解析：清帝國早期，臺灣隸屬福建省。 

21.答案：(Ｃ) 

22.答案：(Ｄ) 

解析：沈葆楨開墾北、中、南三路通往後山，導致原住民傳統文化被破壞、獵場縮小、文化消失，甚至出現反抗事件。 

23.答案：(Ａ) 

24.答案：(Ｃ) 

解析：臺灣開發方向為由南而北，遂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說，但到 20 世紀初，因開港通商影響，鹿港已沒落。 

25.答案：(Ｂ) 

26.答案：(Ｃ) 

27.答案：(Ｃ) 

解析：臺灣在清帝國時期文風漸盛，主因為經濟好轉、教育機構增加。 

28.答案：(Ａ) 

29.答案：(Ｂ) 

解析：祭祀的對象由原本中國大陸的同姓祖先，轉變為來臺第一代祖先，代表已慢慢認同臺灣這塊土地。 

30.答案：(Ｄ) 

解析：因為渡海來臺會經過俗稱「黑水溝」的臺灣海峽，移民為了祈求航海平安，通常會祭祀能保佑航行安全的媽祖。 

31.答案：(Ａ) 

32.答案：(Ｄ) 

33.答案：(Ｄ) 

34.答案：(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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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答案：(Ｄ) 

36.答案：(Ｄ) 

解析：藥材、紡織品（衣物）和其他日用品，皆由中國大陸進口。 

37.答案：(Ｄ) 

38.答案：(Ｃ) 

二、 題組題：五大題，每小題 2 分，共計 20 分。 

1.答案：(39)(Ａ)；(40)(Ｂ) 

解析：(39)新樓醫院前身為馬雅各創立的西醫醫館。 

(40)馬雅各在今臺南傳教。 

2.答案：(41)(Ｄ)；(42)(Ｄ) 

3.答案：(43)(Ｂ)；(44)(Ｄ) 

4.答案：(45)(Ａ)；(46)(Ｂ) 

5.答案：(47)(Ｃ)；(48)(Ａ) 

解析：(47)泉州人供奉清水祖師，漳州人供奉開漳聖王，可推知當地可能發生當時常見的漳、泉械鬥。 

(48)清水祖師出現時間較晚，可推測漳州人大多已經搬移，故以泉州人後代最多。 

三、 配合題：一大題，每小題 1 分，共計 4 分。 

1.答案：(49)(Ｃ)；(50)(Ｂ)；(51)(Ａ)；(52)(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