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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武陵高級中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國立武陵高級中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國立武陵高級中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國立武陵高級中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一學期一學期一學期一年級歷史科年級歷史科年級歷史科年級歷史科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次期中考次期中考次期中考次期中考試題試題試題試題卷卷卷卷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請將選擇題答案劃記於答案卡上請將選擇題答案劃記於答案卡上請將選擇題答案劃記於答案卡上請將選擇題答案劃記於答案卡上，，，，否則不予計分否則不予計分否則不予計分否則不予計分。。。。答案卡基本資料請確實劃記答案卡基本資料請確實劃記答案卡基本資料請確實劃記答案卡基本資料請確實劃記，，，，非非非非

選答案卷請正確填寫班級選答案卷請正確填寫班級選答案卷請正確填寫班級選答案卷請正確填寫班級、、、、座號與姓名座號與姓名座號與姓名座號與姓名，，，，不正確者不正確者不正確者不正確者各各各各扣五分扣五分扣五分扣五分。。。。 

 

一一一一、、、、    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2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35題題題題，，，，70分分分分）））） 

（   ）1. 以下哪個組織、制度與台灣「南進基地化」的政策最有關連？ 

       (A)台灣拓植株式會社 (B)皇民奉公會 (C)徵兵制度 (D)國家總動員法。 

（   ）2. 台灣有一市鎮，同治年間有李姓人家中舉，其宅第至今仍為當地著名之古蹟。開港

後此處成為台灣北部樟腦的集散地，各洋行與林本源家族在此設有分行、租館，劉銘

傳在此設撫墾總局，清末又成為南雅廳的廳治。請問此市鎮最有可能是： 

           (A)大稻埕 (B)板橋 (C)三峽 (D)大溪。 

（   ）3. 日治時代的台灣人楊先生，中學畢業後赴日留學，因為聽說有個新成立的國家對待

各民族都很平等，就到那裏工作，工作以後才發現那邊其實被日本人操縱，還鼓勵大

量日本農民到那邊拓墾。請問這國家應該是？ 

           (A)韓國 (B)「滿洲國」 (C)汪精衛的 「中華民國」 (D)菲律賓。 

（   ）4. 有位人物是日本近代殖民史的重要人物，他曾擔任過台灣民政長官、首任南滿洲鐵

道株式會社總裁與關東大地震後的東京市長，東亞的台北、大連與東京三座城市的建

設與重建都與他有關。請問他是： 

 (A)兒玉源太郎 (B)後藤新平 (C)佐久間左馬太 (D)田健治郎。 

（   ）5. 線哥到桃園虎頭山遊玩，參訪忠烈祠時發現有石燈籠、鳥居、參道、手水舍等設施，

了解後才知道其前身是桃園神社，完成於昭和十三年(1938年)，是根據殖民政府當時

「一街庄一社」的政策建成的。請問此神社的建立與殖民政府何種統治政策最有關係？ 

(A) 特別統治主義 (B)南進基地化運動 (C)內地延長主義 (D)皇民化運動。 

（   ）6. 以下是關於日治時代台灣某事件的相關資料： 

「花岡兩人，吾等不得不離開人世。口口之激憤，蓋因勞役過多方才引發此一事件。

吾等亦為口口所捕，不知如何是好。昭和五年(按：1930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

由於口口守住各方，郡守以下職員全部死於公學校。」口口應填入： 

  (A)日人 (B)漢人 (C)「蕃人」(原住民) (D)台人。 

（   ）7. 有部名叫《綠的海平線》的紀錄片，內容大要為二次大戰時，台灣年輕人在半強迫半

自願的情況下來到日本海軍工廠半工半讀製造飛機，但隨日本戰事吃緊，這些年輕人

幾乎無法讀書，並在美軍的空襲中，失去許多同伴。請問此紀錄片描述的是： 

           (A)高砂義勇隊 (B)拓南工業戰士 (C)台灣少年工 (D)海軍志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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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某時代的教科書有一課「君之代少年」，課文大要為少年詹德坤早上參拜完神龕(ㄎ

ㄢ)後，遇到大地震而受重傷，在病塌之際，堅持用不流利的國語與父親對話，臨終時

完美地唱完國歌君之代後死去。以下對這件事情的理解何者有誤？ 

           (A)某時代指的應該是1940年代初期 (B)君之代應該是日本國歌 (C)神龕裡頭應供奉

媽祖或王爺 (D)此課課文太過戲劇化，恐怕有事後渲染的成分在。 

（  ） 9.  清末三位台灣巡撫，甲：邵友濂、乙：劉銘傳、丙：唐景崧，依就任時間先後排序

的話是： 

           (A)乙→甲→丙 (B)甲→乙→丙 (C)乙→丙→甲 (D)丙→甲→乙。 

（   ）10. 日治時期台灣某政治團體由蔣渭水領導，提出了「確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經濟組

織、改除社會制度的缺陷」之主張，並與台灣工友總聯盟關係密切。請問此組織為？ 

           (A)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B)台灣民眾黨 (C)台灣共產黨 (D)台灣農民組合。 

（    ）11. 某時代的台灣出現寺廟整理運動，除了要求組成各種組織如「佛教護國團」外，還

將許多神像集中燒毀謂之「昇天」，許多信徒只好將殘存神像藏起來。請問上述的寺

廟整理運動與下列哪一事件最有關係？ 

          (A)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病死 (B)西來庵事件爆發 (C)文化協會成立 (D)中日戰爭爆發。 

（   ）12. 下表是清代台灣某物產的進出口狀況： 

 1868年 1872年 1876年 1882年 1886年 1890年 1894年 

進口值 19,026 23,075 23,075 146,007 5,286 63,095 174,704 

出口值 48,935 35,344 35,344 3,533 1,429 856 19,728 

           請問此物產最有可能是： 

           (A)茶 (B)糖 (C)米 (D)鴉片。 

（   ）13. 日治時期某位畫家，擅長東洋畫，為台灣女畫家第一人，作品入選第一屆「台灣美

術展覽會」(台展)，為「台展三少年」之一，請問此人為？ 

           (A)林玉山 (B)陳進 (C)郭雪湖 (D)謝雪紅。 

（    ）14. 1930年代某位台灣作家提出了這樣的主張：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人，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到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裡聽到

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經歷的亦是台灣的經歷，嘴裡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

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文學了。」此作家應為： 

           (A)張我軍 (B)連雅堂 (C)黃石輝 (D)龍瑛宗。 

（   ）15. 日治時代有篇小說以日文寫成，主角陳君在畢業後於某南國小鎮尋得工作，他雖有

考文官考試的理想，卻在面對日本人的歧視、愛情破滅、友人猝死等現實的打擊下，

最後終於放棄理想，自甘墮落。請問此篇小說應為： 

           (A)〈一桿秤子〉 (B)〈牛車〉 (C)〈送報伕〉(D)〈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單位：海關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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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台灣有句諺語說：「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第二憨吃菸吹風(按：吸食鴉片)、第三

憨選舉運動。」 請問哪個時代最符合上面諺語所描述的情境？ 

        (A)1890年代  (B)1910年代  (C)1930年代  (D)1950年代。  

（   ）17. 某個學校有以下的課程：經濟學、西洋文明史、憲法大意、科學概論、經濟思想史

綱、關於契約的注意、孝、關於衛生、支那古代文明史、外國情形。請問這個學校是？ 

           (A)文化協會的夏季學校 (B)台北高等商業學校 (C)台北帝國大學 (D)武陵國民學校。 

（   ）18. 台北某位陳姓讀書人家境富裕，在台灣、福建皆有家產。他參加鄉試，第一次赴台

北應考，第二次則赴福州考試。請問是最有可能是哪一場戰役，造成此現象？ 

           (A)鴉片戰爭 (B)英法聯軍 (C)清法戰爭 (D)甲午戰爭。 

（   ）19. 1919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發起了「撤廢六三法運動」，就你對日治時代日本法律

的理解，當時在台灣適用的法律應為： 

(A)六三法 (B)三一法 (C)法三號 (D)匪徒刑罰令。 

（   ）20. 若將甲：武陵高中、乙：景福宮(祀奉開漳聖王)、丙：桃園國小(前身為桃仔園公學

校)、丁：桃園大圳、戊：桃園忠烈祠(前身為桃園神社)，這幾個桃園地區之學校、寺

廟、設施依最初建立的年代排序的話，應該是： 

           (A)甲乙丙丁戊 (B)丙丁戊乙甲 (C)乙丙丁甲戊 (D)乙丙丁戊甲 

（   ）21. 清代台灣有一官員批評：「自從決議要開山以後，番亂不止，已有十多年了，剿也

無功，撫也無效。提到開墾，也沒有新增任何土地可以增加政府稅收。至於防守，只

是為了富紳土豪保護茶寮、田寮、腦寮，而不能禁止『兇番』出草，每年浪費許多軍

費。」請問這裡批評的「富紳土豪」最有可能是： 

           (A)林占梅 (B)林維源 (C)林文察 (D)林獻堂。 

◎ 22、23題為題組題，學者根據清代兩次戶口統計資料，計算出清代台灣北、中、南、東四個區

域人口數如下表： 

 

 

 

 

 

 

（   ）22. 其中哪一個是北部地區？ 

   (A)甲 (B)乙 (C)丙 (D)丁。 

（   ）23. 其中哪一個是南部地區？ 

           (A)甲 (B)乙 (C)丙 (D)丁。 

 嘉慶16 年(1811) 光緒19 年(1893) 

甲 無資料 6,000 人 

乙 258,000 人 767,000 人 

丙 1,305,000 人 1,101,000 人 

丁 342,000 人 62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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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蔣渭水在著名的〈臨床講義──台灣診斷書〉認為台灣這位患者：「以其頭較身大，

理應富於思考力，但以兩、三常識問題適加詢問，其回答卻不得要領，可想像患者是

個低能兒。……聞及稍微深入的哲學、數學、科學及世界大勢，便目暈頭痛。」 

           依你的歷史知識，上文的「世界大勢」不包括何者？ 

           (A)朝鮮發生三一運動 (B)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掀起反帝國、資本主義風潮 

           (C)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主張 (D)美國發生經濟大恐慌。 

（   ）25. 1920、30 年代台灣某一政治團體提出了以下主張： 

          「一、統一全島工會運動。二、促進全島產業別的組織。三、確立罷工權、團結權、交

涉權，爭取完全的勞動組合法。……九、立刻撤廢日台人工資的差別。十、確立最低

工資制度。十一、立即實施一日八小時勞動制……支持真正的左派革命家……遵守列

寧主義，清算過去工作。」請問此團體最有可能是： 

(A)台灣工友總聯盟 (B)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C)台灣農民組合 (D)台灣共產黨。 

（   ）26. 在屏東縣萬巒鄉有座「萬金聖母殿堂」。教堂建於一百五十多年前，起初遭仇教者、

宵小敵視，屢遭燒毀，後又毀於地震，重建後船政大臣沈葆楨巡行經過萬金莊，認為

教會有助改善風俗，又可進行撫番工作，於是奏請皇帝親賜「奉旨」照准及聖石。二

十多年前教宗敕封此教堂為「宗座聖殿」。請問此教堂的成立與下列何人最有關係？ 

(A) 馬偕 (B)馬雅各 (C)李仙得 (D)郭德剛。 

（   ）27. 以下是某位先生回憶錄的部分內容： 

「一個月不在台北，情勢好像有已有相當的變化。第一是有阿美公的『定期便』，即定

期的班機，這不是美國已經跟台北開闢客機航線，而是美軍轟炸機每天晚上八點、十

點、十二點及深夜二點時的定時來訪。……高興時他們會丟下幾個禮物，當然這是不

受歡迎的『二百五』。這兩百五十公斤的炸彈，毫無疑問的製造了不少災害。」 

 請問這描述的是哪場戰爭的情況？ 

(A)甲午戰爭 (B)第一次世界大戰 (C)第二次世界大戰 (D)八二三炮戰。 

（   ）28. 下表為1897-1917年台灣總督府的歲入狀況： 

年度 A B C D 

1897 2,624 1,640 - 5,989 

1902 3,804 6,208 4,740 2,459 

1907 8,341 16,017 - - 

1912 17,495 16,484 3,427 - 

1917 12,583 20,266 1,576 - 

           請問D為何種收入？ 

           (A)租稅 (B)專賣 (C)公債 (D)日本政府補助金。 

單位：台圓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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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某事件被逮捕的人們供稱說：「日本統治台灣二十年，氣數將盡，那個時候來自於

中國的軍隊將渡台協助驅逐日本人。台灣南部已出現具皇帝相之人，他有許多特異功

能，只要寶劍出鞘三分，就可殺死三萬個敵人，並得到劉伯溫、呂洞賓兩位聖人護持，

習得隱身術、避彈術。買了避彈神符後在戰場上就不會中彈。」請問此事件應為： 

(A) 台灣民主國 (B)柯鐵虎抵抗日人的事件 (C)苗栗事件 (D)西來庵事件。 

（   ）30. 清代台灣一位官員上奏說：「臣以為基隆萬分急迫，滬尾又被急攻，基隆無兵可分。

滬尾又當基隆後路，離府城只三十里(按：清制一里為 0.576公里)，僅恃一線之口，商

船生息相通。軍裝糧餉，盡在府城……不得不移師後路，藉保府城。」請問這裡的「府

城」指的是今天台灣哪個城市？ 

           (A)台北 (B)台中 (C)嘉義 (D)台南。 

（   ）31. 請閱讀以下資料： 

          「先是澎湖既失，唐帥令提督張兆連統銘軍六營，分布基隆海口。……令林朝棟鎮紮獅

球嶺六營……棟軍營務處見日輪在澳底游弋，倡議兩軍分守南北汛。……海口炮台，

仍以勇守之。張兆連猜忌，以為爭功，遂譖(ㄐ一ㄢ、，誣陷)林道(按：林朝棟有道台

頭銜)足病於唐帥。適台中府孫傳袞日日告警，遂命撤回台中。」 

請問以上資料與哪一事件、戰爭最有關係？ 

           (A)牡丹社事件 (B)清法戰爭 (C)乙未(即 1895年)割台 (D)西來庵事件。 

（   ）32. 以下是一篇布告： 

          「開台灣、助清國，明君有道。正稅律、遵古例、毫無私，實有恩主光緒帝。然日本不

依前例，總督同乞食，盡是貪官與汙吏。日本犯有左列(按：原文為直書)十大罪：第一

條大罪：不敬天，不敬神明。第二條大罪：不敬孔子，不敬字紙……第八條大罪：放

尿要罰錢。第九條大罪：買賣要抽稅。……」請問這與下列那個運動、事件最有關連？ 

           (A)牡丹社事件 (B)台灣民主國 (C)武裝抗日 (D)非武裝抗日。 

（   ）33. 老師介紹日治時代台灣民族運動的興起時，解釋了甲乙丙三項運動或體制： 

甲：造成總督專制統治，但也確保台灣的獨特性。 

乙：可制衡總督的專制統治，但難以確保台灣的獨特性。 

丙：既可制衡總督的專制統治，亦可確保台灣的獨特性。 

 請問以下關於甲、乙、丙的說明何者正確？ 

(A)甲為六三法體制，乙為撤廢六三法運動，丙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B)甲為撤廢六三法運動，乙為六三法體制，丙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C)甲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乙為六三法體制，丙為撤廢六三法運動。 

(D)甲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乙為撤廢六三法運動，丙為六三法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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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5 題為題組題，下表是 1870-1943年台灣主要的外銷品： 

年度 A B C D 其他 

1870-74 63.40 - 22.00 4.24 10.36 

1880-84 39.94 - 53.16 1.24 5.66 

1890-94 26.97 - 59.04 7.90 6.04 

1900-04 17.01 20.93 29.45 15.31 17.30 

1910-14 48.79 15.95 11.30 7.70 16.27 

1920-24 56.72 12.54 4.68 2.92 23.13 

1930-34 50.21 24.62 3.05 1.27 20.87 

1940-43 41.93 16.14 5.77 0.65 35.51 

（   ）34. 請問 A 產物指的是： 

           (A)茶 (B)糖 (C)樟腦 (D)米。 

（   ）35. 請問 B 產物指的是：  

           (A)茶 (B)糖 (C)樟腦 (D)米。 

 

二二二二、、、、    多重選擇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2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5題題題題，，，，10分分分分，，，，答錯一個選項倒扣答錯一個選項倒扣答錯一個選項倒扣答錯一個選項倒扣 1/5題分題分題分題分，，，，扣至零分為止扣至零分為止扣至零分為止扣至零分為止）））） 

（   ）36. 下列關於對沈葆楨與劉銘傳在台施政的比較，哪些是正確的？ 

(A)兩人皆重視防務，進行開山撫番工作 (B)兩人皆調整台灣的行政區劃  (C)兩人皆重

視發展產業，如煤礦之開採 (D)兩人皆重視交通建設，規畫或實際建設鐵路 (E)兩人為

籌措新政經費，皆進行清丈田賦、實施樟腦、硫磺專賣。 

（   ）37. 台灣人阿輝出生於 1923年，他相當聰明，也相當努力，持續升學。請問他在求學

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怎樣的遭遇？ 

         (A)公學校畢業後可進入最高學府「總督府醫學校」就讀 (B)公學校畢業後參加中學入

學考試，因為有差別待遇，考試的科目、方式與難度都和日本人考生不同 (C)在中學

階段有日本人同學 (D)因為他是台灣人，沒有資格就讀日本本土的京都帝國大學，只

好就讀台北帝國大學 (E)如果各種情況允許，他可以到日本及其以外的地區留學。 

（   ）38. 經過這一個多月的學習，我們對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應有怎樣的認識？ 

(A)台灣是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 (B)由於殖民政府帶來更便捷的交通、多數台灣人對

殖民統治抵抗的共同連帶感，使台灣人萌發將台灣視為一個整體的台灣意識 (C)雖然

頗為有效的控制台灣人，但殖民政府始終都未放鬆對台人的警戒心 (D)殖民政府推行

的近代化是選擇性的近代化，偏重經濟建設，有意忽視高深的教育與政治權利 (E)為

對抗殖民者選擇性的近代化，1910到 1930年代台灣人開始追求自主性的近代化。 

 

 

單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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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請問哪些事物是在日治時期才首度在台灣出現？ 

           (A)西式建築 (B)義務教育 (C)電燈 (D)鐵路 (E)飛機場。 

（   ）40. 下列關於皇民化運動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殖民政府頗為重視皇民化運動，這與中日戰爭的爆發有關 (B)皇民化運動透過皇民

奉公會及其外圍組織來推動、落實到地方 (C)台灣的改姓名運動採許可制，不是每個

人都得改姓名不可 (D)台灣人從軍都是被迫的，被迫寫下「志願血書」 (E)中日戰爭爆

發後，由於人力吃緊，殖民政府立即招募台灣人士兵到中國大陸作戰。 

 

三三三三、、、、    非選非選非選非選擇擇擇擇題題題題（（（（每格答案每格答案每格答案每格答案 2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10格格格格，，，，20分分分分，，，，請請請請用黑色墨水的筆用黑色墨水的筆用黑色墨水的筆用黑色墨水的筆將答案填至非選答案卷上將答案填至非選答案卷上將答案填至非選答案卷上將答案填至非選答案卷上，，，，未未未未

用黑色墨水的筆者扣用黑色墨水的筆者扣用黑色墨水的筆者扣用黑色墨水的筆者扣 5分分分分）））） 

1. 日治時代台灣人的民族運動中，持續十四年向日本國會提案，爭取台人權利的運動為？ 

2. 1922年誰培育出符合日人口味的蓬萊米，幫助台灣農民敲開日本市場，但也引爆米糖相剋問題？ 

3. 為因應涉外事件，清廷派遣某位大臣來台設防，事後他在台進行一連串的改革，如加強防務、

開山撫番、調整行政單位、全面解除渡台禁令、端正風俗等等。請問此人為？他在調整行政單

位上新增了一個府，請問這個府為？ 

4. 請閱讀甲乙丙三項資料： 

(甲)「第一條 將日本本土的法律全部或一部份有施行於台灣之必要者，以「敕令」的方式定之。…… 

第二條 ……限於因台灣特殊的情況，而有必要者，得以總督命令規定之。……」 

(乙)「 第一條 台灣總督於管轄區域內，得公佈有法律效力之命令。……」 

(丙)「第一條 台灣需要法律的事項，以台灣總督的命令規定之。…… 

第四條 全部或部分要在台灣施行的法律，以勅令定之。 

第五條 第一條命令，不得違背第四條之已在台灣施行的法律，以及以在台灣施行為目的而

制定的法律及勅令。……」 

   請問甲乙丙三項資料的時間先後順序為？  

5.  以下資料是某位士兵對一場戰爭的記錄： 

「聽說我們不跟中國打仗了，事實上彼此卻打得非常厲害，雙方盡可能地互相殺戮，看起來很

像戰爭，不是嗎？嘿！才不是呢。我們戰到宣布封鎖，不過這不算是封鎖，到底是不是封鎖？

看你自己得出什麼結論。」 

「事實上，佔領澎湖群島讓他感覺好多了，像這樣漂亮的成功可以讓一個男人振作一段時

間。……六月十日的時候，他的疾病復發，不再進食。……我們還說像元帥這麼精明的海員，

不會這樣就一走了之……一點鐘的時候，我們知道臨終的時辰已到，我哭得像一個淚人。」 

請問這場戰爭最有可能是？這場戰爭對台灣造成的最主要影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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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阿榮是劉銘傳時代的小租戶，擁有 10 甲土地。若每甲地可產米穀 50 石，原本小租約定為五成，

大租約定為每甲米穀 8 石，根據當時新推行的「減四留六」政策，請問阿榮要繳納正供米穀多少石？ 

7. 下表是關於日治時期台灣人政治團體的政治光譜表： 

左                                                   右 

 

 

 

 

 

 

請問 A、B 分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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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分裂，
穩健派出走組
成台灣民眾黨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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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武陵高級中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一年級歷史科第二次期中考參考答案國立武陵高級中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一年級歷史科第二次期中考參考答案國立武陵高級中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一年級歷史科第二次期中考參考答案國立武陵高級中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一年級歷史科第二次期中考參考答案 

一、單選題 

1-5    ADBBD 

6-10   CCCAB 

11-15  DDBCD 

16-20  CADBD 

21-25  BBCDA 

26-30  DCDDA 

31-35  CCABD 

 

二、多選題 

36. ABC 

37. CE 

38. 全 

39. BE 

40. ABC  

 

四、非選題 

1.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2. 磯永吉 

3. 沈葆楨；台北府 

4. 乙→丙→甲 

5. 清(中)法戰爭；建省 

6. 32石 

7. 台灣共產黨；台灣文化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