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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 

國中部一年級歷史科題目卷 

____年____班  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 

一、 單題 （每題 2 分，共 72 分） 

1. (   ) 「臺灣民主國總統，前署臺灣巡撫布政使宣布獨立。宣言：『今雖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供奉正朔，遙

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請問：文中提及的臺灣民主國總統是誰？  

(Ａ)丘逢甲 (Ｂ)沈葆楨 (Ｃ)劉銘傳 (Ｄ)唐景崧。 

2. (   )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頒布哪一項法律，授權臺灣總督擁有立法、行政、軍事大權集於一身的權力？  

(Ａ)六三法 (Ｂ)保甲法 (Ｃ)戒嚴令 (Ｄ)皇民法。 

3. (   ) 阿涼是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後來改名為涼子。她的家庭因為響應政府的國語政策而獲頒證書。另外，有節日時，

她也會穿著和服到附近的神社參拜。不久以後，她的哥哥被政府徵召入伍，派往東南亞地區。從上文可知，當時

政府正在臺灣推行什麼措施？  

(Ａ)殖民地特殊統治 (Ｂ)內地延長主義 (Ｃ)皇民化運動 (Ｄ)保甲制度。 

4. (   ) 日治時期，總督府可以瓦解反抗勢力，且能確實掌握臺灣的戶口，奠定堅實的統治基礎，與下列何者有關？  

(Ａ)臺灣民主國 (Ｂ)軍隊與壯丁團 (Ｃ)警察與軍隊 (Ｄ)警察與保甲制度。 

5. (   ) 臺灣總督府為了獲取臺灣山林資源，但又受限於原住民不服管教，所以最後制定下列哪一項政策，試圖使原住民

歸順臣服？  

(Ａ)警察制度 (Ｂ)五年理蕃計畫 (Ｃ)皇民化運動 (Ｄ)日臺合一政策。 

6. (   ) 1895 年臺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請問：臺灣是在下列哪一事件後割讓給日本？  

(Ａ)施琅攻臺 (Ｂ)牡丹社事件 (Ｃ)甲午戰爭 (Ｄ)清法戰爭。 

7. (   ) 已故的國寶級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先生，年輕時曾被迫把布袋戲布偶穿上日本服，以日本話做為旁白，木偶則拿著

武士刀在臺上砍來砍去。此種現象的主要原因為何？  

(Ａ)清廷甲午戰爭失敗 (Ｂ)民族自決思潮蔓延 (Ｃ)霧社事件抗日失敗 (Ｄ)總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 

8. (   ) 歷史老師在黑板上貼上如附圖的漫畫，用來講解臺灣史上的某個事件。請根據圖中的內容來看，這應該是指哪一

事件？ 

 

(Ａ)郭懷一事件 (Ｂ)牡丹社事件 (Ｃ)西來庵事件 (Ｄ)霧社事件。 

9. (   ) 日治時期，小林一家人受邀到總督府觀賞迎接新總督的儀式，這位新上任總督與以往軍職類型的總督不同，因為

他是文官出身。上述情景會發生在哪一年？  

(Ａ)1895 (Ｂ)1913 (Ｃ)1915 (Ｄ)1919 年。 

10. (   ) 佳琪在搜尋網上鍵入「唐景崧」、「丘逢甲」二個人名。請問：她有可能查詢到的標題為何？  

(Ａ)明清之際臺人如何對抗列強 (Ｂ)臺人抵抗日本統治的經過 (Ｃ)抗拒荷蘭統治的勇士 (Ｄ)勇敢對抗國民

政府的臺灣英雄。 

11. (   ) 1896 年，由於臺灣為日本新取得的殖民地，有一個和臺灣總督權力有關的法令在此時頒布。下列關於此法令的敘

述，何者正確？  

(Ａ)此項法令又稱為「三一法」 (Ｂ)依據此項法令的規定，臺灣人民享有與日本本土國民完全平等的待遇 

(Ｃ)根據此項法令，臺灣總督須受到日本天皇敕令之限制 (Ｄ)此法令授權臺灣總督可以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

令。 

12. (   ) (甲)內地延長主義；(乙)殖民地特殊統治；(丙)皇民化運動。上述日本治臺政策依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下列何者

正確？  

(Ａ)甲乙丙 (Ｂ)乙丙甲 (Ｃ)甲丙乙 (Ｄ)乙甲丙。 

13. (   ) 1920 年代，日本政府對臺改採「內地延長主義」，標榜「日臺合一」，但從當時哪一現象可看出臺灣人實際上並

未獲得與日本人一樣的待遇？  

(Ａ)臺灣總督由軍事將領擔任 (Ｂ)以武力鎮壓各地抗日行動 (Ｃ)臺、日人每天工資不一 (Ｄ)大量徵召臺灣

人從軍作戰。 

14. (   ) 從以下資料判斷，日本政府所制訂的法律為下列何者？ 

第一條：臺灣總督在其管轄區域內，得制訂具有法律的效力之命令。 

…… 

第五條：現行法律或將來應頒布之法律，如其全部或一部分有施行於臺灣之必要者，以敕令定之。 

(Ａ)《六三法》 (Ｂ)《大清律例》 (Ｃ)《三段警備法》 (Ｄ)《保甲條例》。 

15. (   ) 霧社事件是臺灣武裝抗日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其影響深遠。有關霧社事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發起者為西拉雅族 (Ｂ)因日本掠奪森林、樟腦資源而引發 (Ｃ)在國際組織的介入下和平解決 (Ｄ)事件



2 

後引發更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 

16. (   ) 附圖是日治時期保正、甲長職務圖，根據圖中的事項來看，當時保正、甲長工作的主要目的為何？ 

 

(Ａ)發起抗日活動 (Ｂ)維持地方安寧 (Ｃ)推動總督專制 (Ｄ)成立自衛組織。 

17. (   ) 日本接收臺灣展開殖民統治初期，臺灣人民的抗日行動始終沒有間斷，其抗日型態的演變為何？  

(Ａ)始終以武裝抗爭方式進行 (Ｂ)從武裝抗日轉為政治、社會抗爭 (Ｃ)從政治、社會運動抗爭，轉為假借宗

教信仰進行抗爭 (Ｄ)從政治、文化的抗爭轉為武裝抗日。 

18. (   ) 日本的治臺政策為配合其殖民統治所需，多數時期是由軍事將領擔任臺灣總督，其中只有一個時期是由「文官」

擔任，亦可見其專制統治的本質。上述文官擔任總督是在下列哪一時期？  

(Ａ)南進政策時期 (Ｂ)殖民地特殊統治時期 (Ｃ)皇民化運動時期 (Ｄ)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19. (   ) 某一布告中提到：「……國際公法規定，若割讓土地無法被當地人民所接受，則該約便無法成立，外國已有前例

可循。若各國能仗義執言，使臺灣歸還大清，臺民願以所有利益回報。」此布告最早可能出現於下列何時？  

(Ａ)清法戰爭發生時 (Ｂ)馬關條約簽訂後 (Ｃ)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Ｄ)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100 

年基測改寫】 

20. (   ) 歷史老師要同學們以余清芳、莫那魯道等人為對象寫一份報告。請問：老師要同學探討的是下列哪一個主題？  

(Ａ)非武裝抗日的英雄 (Ｂ)殖民統治下的悲歌 (Ｃ)臺灣民主國的抗日 (Ｄ)地方官紳的改革運動。 

21. (   ) 陳奶奶說，在日治時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看到鄰居的林伯伯來提醒家家戶戶大掃除，以維護環境清潔。請問：當

時的林伯伯應該具有什麼身分？  

(Ａ)警察 (Ｂ)老師 (Ｃ)醫生 (Ｄ)保正。 

22. (   ) 霧社事件中，花岡一郎、花岡二郎是臺灣總督府利用新式教育培養的模範蕃童，他們二人在臺灣總督府主導下分

別和川野花子、高山初子組成模範家庭，成為全國原住民政策下的典範，但最後四人中有三人在事件中自戕而死

。請問：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的遭遇，是何種政策下的產物？  

(Ａ)殖民地特殊統治政策 (Ｂ)日臺合一 (Ｃ)皇民化運動 (Ｄ)理蕃政策。 

23. (   ) 「臺灣總督一方面以武力鎮壓各地的武裝抗日行動，一方面尊重臺灣人民的風俗習慣與社會組織，以拉攏臺灣人

民，消除反抗。」以上敘述屬於哪一階段的日本治臺政策？  

(Ａ)明治維新時期 (Ｂ)殖民地特殊統治時期 (Ｃ)皇民化運動時期 (Ｄ)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24. (   ) 早期臺灣南北交通以海運為主，直至基隆到高雄的西部縱貫鐵路全線通車，陸上交通才得以暢通。請問：這段鐵

路在何時完成全線通車？  

(Ａ)清帝國早期 (Ｂ)清帝國晚期 (Ｃ)日治時期 (Ｄ)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 

25. (   ) 歷史老師上課時，說明附圖是 1930 年嘉南大圳完工的漫畫圖，圖中的人物應是下列何人？ 

 

(Ａ)八田與一 (Ｂ)後藤新平 (Ｃ)莫那魯道 (Ｄ)施世榜。 

26. (   ) 附圖為英傑環島旅行中在臉書的貼文，他搭乘的鐵路支線現在主要是以觀光為主，但其最初修築的目的應為下列

何者？ 

 

(Ａ)促進南北交通 (Ｂ)貨物進出口門戶 (Ｃ)開發森林資源 (Ｄ)聯絡各城鎮的公路。 

27. (   ) 日治時期，有哪些措施與臺灣的經濟發展有關？(甲)設立新式糖廠；(乙)完成高速公路；(丙)整建基隆港和高雄

港；(丁)提倡「農業日本，工業臺灣」；(戊)興建嘉南大圳  

(Ａ)甲丙戊 (Ｂ)甲乙丁 (Ｃ)乙丙丁 (Ｄ)丙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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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 臺灣人目前常吃的蓬萊米，是在何時培育成功的？  

(Ａ)荷治時期 (Ｂ)清帝國早期 (Ｃ)清帝國晚期 (Ｄ)日治時期。 

29. (   ) 兒玉源太郎擔任第四任臺灣總督（1898～1906 年），是臺灣社會開始穩定的時期，他任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進

行一連串的基礎建設。下列哪一建設是在他的任期內所推行的？  

(Ａ)設立臺灣銀行 (Ｂ)完成嘉南大圳 (Ｃ)設置臺灣第一條電報線 (Ｄ)成立全臺首學。 

30. (   ) 琍穎在做段考複習時，看到課本上有一張「臺灣輕工業生產指數圖」（如附圖）。請問：圖中在 1930 年代以後

，生產指數大幅上升的原因為何？ 

 
(Ａ)日月潭發電所的完工 (Ｂ)基隆到高雄鐵路完工通車 (Ｃ)蓬萊米新稻種的培植成功 (Ｄ)日本政府推行皇

民化運動。 

31. (   ) (甲)嘉南大圳；(乙)瑠公圳；(丙)八堡圳；(丁)曹公圳。上述水圳請依照地理位置，由北向南排列，其順序應為

何者？  

(Ａ)甲乙丙丁 (Ｂ)乙丙甲丁 (Ｃ)乙丁丙甲 (Ｄ)丁丙乙甲。 

32. (   ) 日本以南洋為侵略目標，是因為要獲得下列哪些資源？  

(Ａ)軍火、鹿皮 (Ｂ)茶葉、樟腦 (Ｃ)石油、橡膠 (Ｄ)稻米、甘蔗。 

33. (   ) 志遠在爺爺的寶盒中發現一張臺灣銀行發行的臺灣銀行券。根據臺灣史的知識判斷，這張紙幣應該發行於下列哪

一時期？  

(Ａ)鄭氏時期 (Ｂ)清帝國時期 (Ｃ)日治時期 (Ｄ)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 

34. (   ) 自 1930 年代起，日本為配合「南進政策」的需要，企圖使下列何地成為南進基地？  

(Ａ)臺灣 (Ｂ)南洋 (Ｃ)中國 (Ｄ)琉球。 

35. (   ) 1901 年新渡戶稻造發表《糖業改良意見書》，從蔗作、加工、市場三方面建議臺灣的糖業生產，從改善甘蔗品種

、建設水利設施、獎勵種蔗，並且主張設置大規模糖廠。其意見多為總督府所接受，因而推動何項措施，使糖業

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產業？  

(Ａ)鼓勵資本家來臺設立糖廠 (Ｂ)鼓勵臺人資本投入現代化的製糖工業 (Ｃ)獎勵種植水稻的農民改種甘蔗 

(Ｄ)鼓勵蔗農將收成賣給製糖廠加工後外銷。 

36. (   ) 「第一憨，種甘蔗予會社磅」這句話充分說明了臺灣蔗農被壓榨的情況，而這句話是從哪個時期開始流傳的？  

(Ａ)大航海時期 (Ｂ)鄭氏時期 (Ｃ)清帝國時期 (Ｄ)日治時期。 

  

 

二、 題組 （每格 2 分，共 28 分） 

1. 16 世紀末期，日本已有南侵臺灣的野心；1895 年中國戰敗後，依據條約，臺灣正式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請問： 

（ ）(37)日本第一次出兵臺灣是因為下列何事？ (Ａ)甲午戰爭 (Ｂ)第一次世界大戰 (Ｃ)牡丹社事件 (Ｄ)鴉片

戰爭。 

（ ）(38)日本登陸臺灣，開始殖民統治，是因為下列何事？ (Ａ)《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給日本 (Ｂ)臺灣開港通商

，日本勢力進入臺灣 (Ｃ)臺灣民主國失敗，日軍登陸臺灣 (Ｄ)日軍犯臺後，強行占領臺灣。 

2.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林志遠夫婦，世居臺北，育有二子：兒子一郎、女兒秀子。請就林志遠家人面對日治期間的各項

措施，回答下列問題： 

（ ）(39)林志遠本人在當時擔任保正，日治時期有保甲規約，規範約束成員。請問：當時保正是管理幾戶人家？ 

(Ａ)十戶 (Ｂ)百戶 (Ｃ)千戶 (Ｄ)萬戶。 

（ ）(40)林志遠因擔任保正，獲選為壯丁團的成員，有關壯丁團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壯丁團隸屬於警察 

(Ｂ)是地方行政的中心 (Ｃ)主要任務是協助鎮壓抗日分子和救災 (Ｄ)成員為保甲中的老年人。 

3.  阿女是一位生長在日治時期的女性，她在大稻埕擔任撿茶女工，哥哥阿南則在公學校裡當職員。有天她發現大家都

在議論總督以後不讓軍人擔任了，頭家（老闆）也很興奮的說，終於輪到臺灣人出頭天。但哥哥卻說，在學校裡，就

算臺灣人再努力，薪水非但較低，也沒機會當上主任或校長。請問： 

（ ）(41)文中提到總督性質轉變的原因，應該是下列何者？ (Ａ)美國總統提出民族自決原則 (Ｂ)日本政壇動盪，

廢除軍人專政 (Ｃ)臺灣人高度自治，使臺灣總督府解除對臺武裝 (Ｄ)武裝抗日持續，需修改政策。 

（ ）(42)阿女兄妹在文章中所生活的時間點是何時？ (Ａ)甲午戰爭期間 (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Ｃ)第一次世

界大戰結束 (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 ）(43)文中阿女所即將面對的是哪一政策時期？ (Ａ)殖民地特殊統治 (Ｂ)內地延長主義 (Ｃ)皇民化運動 

(Ｄ)國語運動。 

4. 有一份 19 世紀末的公告上寫道：「吾臺民，誓不服倭，與其事敵，寧願死亡。爰經會議決定，臺灣全島自立，改建

民國，官吏皆由民選，一切政務從公處置。……巡撫兼署臺灣防務唐景崧，為人民所敬仰，故由會議公推為民主國總

統。……凡我同胞，無論士農工商，務須於是日拂齊籌防局，隆重行禮。幸勿遲誤。」請問： 

（ ）(44)依文中所言，當時的臺灣剛脫離哪一政權的統治？ (Ａ)荷蘭 (Ｂ)鄭氏 (Ｃ)清帝國 (Ｄ)日本。 

（ ）(45)哪一史事的發生，使當時的臺灣人誓言「與其事敵，寧願死亡」？ (Ａ)臺澎割日 (Ｂ)西來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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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霧社事件 (Ｄ) 1937 年中日戰爭。 

（ ）(46)當時臺灣人民所成立的民主國，以下列何者為國家象徵？ (Ａ)青天白日旗 (Ｂ)太陽旗 (Ｃ)藍地黃虎旗 

(Ｄ)紅十字旗。 

5. 附表是 20 世紀上半葉，臺灣南部某項物產的生產趨勢： 

 
（ ）(47)這項物產應是？ (Ａ)茶葉 (Ｂ)稻米 (Ｃ)樟腦 (Ｄ)香蕉。 

（ ）(48) 1930 年後的產量上升幅度提高的原因可能為何？甲、大型水利設施完工；乙、大量軍力投入農業；丙、可耕

地的面積擴大；丁、政府將其納入專賣 (Ａ)甲乙 (Ｂ)甲丙 (Ｃ)甲丁 (Ｄ)乙丙。 

6. 日本統治臺灣之後，引進日本資金，建立現代化產業，並積極展開新的經濟建設。請問： 

（ ）(49)下列何者是臺灣總督府為了推動殖民經濟所做的措施？ (Ａ)進行全面的人口普查，建立完整戶籍制度 

(Ｂ)派學者調查臺灣土地、山林，以控制原住民 (Ｃ)將糧食作物的培育全面改為種植經濟作物 (Ｄ)在臺

灣成立銀行，發行新臺幣。 

（ ）(50)下列何者是日治時期總督府的交通建設？ (Ａ)購買輪船往來於臺灣、東南亞、中國之間 (Ｂ)開鑿三條聯

絡東部的道路 (Ｃ)基隆、高雄兩港的整建 (Ｄ)完成基隆到臺東間的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