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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小 106學年度 第二學期 社會 期中評量 四年___班   號 姓名：           

一、 是非題：每題 1分，共 23分 

1.（ｘ）早期的眷村，是明 清時期來臺灣的閩南人所

居住的地方，現在大多已經消失或改建了。 

2.（ｏ）不論來臺灣的時間先後，或分屬不同的族群，

只要是家鄉的一分子，都應該要為這片土地

用心付出，共同建設美好的家園。 

3.（ｏ）近年來，臺灣也增加許多來自越南、印尼、

菲律賓等地的新移民。 

4.（ｘ）目前臺灣的原住民依據政府認定，共分為十

六族，其中包含閩南人和客家人。 

5.（ｏ）早期來臺灣的漢人，會選擇適當的地方開墾，

種植產量比較高的水稻，以養活更多的人口，

因此人口快速增加。 

6.（ｘ）農民幫愛文芒果套上袋子，目的是防止被他

人盜採，這也算是一種農業的新技術。 

7.（ｏ）臺灣先民原本在家鄉種植在來米，後來在日

治時代，改種較香甜的蓬萊米，以利外銷。 

8.（ｘ）引進新作物和發展新技術，可以增加居民的

收入，改善生活品質，並不會帶來負面的影

響。 

9.（ｏ）宜蘭地區的農民利用小雨傘保護上將梨的花

苞，避免花苞被雨水打落以增加作物的產量。 

10.（ｏ）技術革新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居民的

收入也增加了。 

11.（ｘ）家鄉人口數量的變化，只會因為居民的出生

及死亡兩個因素，而產生變化。 

12.（ｏ）心卉的爸爸被公司派到國外工作，心卉跟著

轉學到當地就讀，這也是一種人口移出的現

象。 

13.（ｏ）醫療技術的提升，加上現代人愈來愈重視保

健，使得平均壽命提高，所以老年人口會逐

漸增加。 

14.（ｘ）一個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比例圖，如果老年

人口比例愈高，就表示這個地區的生產力愈

高。  

15.（ｘ）品宏的家鄉雖然有人口大量移出的現象，但

目前留下來的大多是青壯年人口，所以不影

響家鄉的發展。 

16.（ｏ）家鄉人口的組成，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有所

不同。 

17.（ｏ）我們可以透過家鄉居民的性別、年齡分布、

產業類別、教育程度，來了解家鄉的人口組

成情形。 

18.（ｏ）種植農作物、飼養禽畜和捕魚等，是我們家

鄉先民最早發展的產業活動。 

 

 

 

 

19.（ｏ）臺灣的農業愈來愈進步，許多農民發展精緻

農業已經有不錯的成果。 

20.（ｘ）早期家鄉居民農耕之餘，家家戶戶都飼養

牛、羊及鹿等作為副業。 

21.（ｏ）近年來，由於家鄉養殖技術的進步，魚苗的

培育成功，所以魚苗的價格比早期來得低，

因此家鄉的養殖漁業比以往更加興盛。 

22.（ｏ）現在家鄉農、漁業及各種工業產品的生產、

運輸、銷售，都需要其他人的配合。 

23.（ｏ）網路購物很方便，可以在家利用網路不用出

國也能買到國外的東西，成為現代消費者買

東西的方式之一。 
 

二、選擇題：每題 1分，共 16分 

1.（3）明 清時代，從中國大陸移民來到臺灣的漢人，

主要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哪兩省？ ○１廣東、

廣西 ○２福建、廣西 ○３福建、廣東 ○４山

東、福建。 

2.（2）明 清時代從中國大陸移民來臺灣的閩南人，

大多從事什麼樣的維生活動？ ○１煉製樟

腦 ○２農耕 ○３種植茶樹 ○４採礦。 

3.（2）凱琦的爺爺在民國三十八年，從中國大陸移民

來臺灣定居，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下列哪一

項敘述是正確的？ ○１爺爺一定是來自福

建省 ○２爺爺有可能是服務於政府機關的

公務員 ○３爺爺一定是原住民族 ○４爺爺

一定居住在離島地區。 

4.（3）有關早期家鄉的開發，下列哪一項敘述正確？ 

○１在民國三十八年前後，由在來米改種蓬萊

米，以利外銷 ○２先民選擇種植甘蔗，有助

於人口增加 ○３在清代時從福建引進茶樹

種植 ○４早期家鄉居民已經會延長作物的

生產季節，發展新技術。 

5.（2）下列哪一項的敘述是錯誤的？ ○１生產技術

的革新必須慎重 ○２作物生產量的提高，對

人口的增加沒有幫助 ○３新作物的引進，可

以增加產量和提高品質 ○４  農產品種類和

產量愈來愈多，可以增加居民的收入。 

6.（3）下列關於家鄉人口變化的敘述，哪一項是錯誤

的？ ○１早期家鄉出生率較高 ○２生育觀

念的改變會影響人口變化 ○３近年來老年

人口的比例逐漸下降 ○４近年來幼年人口

的比例逐漸下降。 

7.（2）榕淇一家人到雲林鄉村玩，他們最可能看到下

列哪一種情形？ ○１上下班時間總是交通

擁擠 ○２留下來的居民大多是幼年及老年

人口 ○３移入人口增加公共設施不夠使用 

○４青壯年人口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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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醫療保健進步，現代人壽命延長後，最可能面

臨什麼問題？ ○１治安惡化 ○２教育資源

不足 ○３公共設施過多 ○４老人安養、照顧

問題。 

9.（2）近年來，新北市移入許多外來人口，請問最有

可能的原因是下列哪一項？ ○１出生率下

降 ○２工作機會較多 ○３公共設施少 ○４

交通不便利。 

10.（2）要了解宜蘭縣 礁溪鄉的工作人口是否足夠，

應該利用哪一種人口組成資料來了解？ 

○１性別 ○２年齡分布 ○３教育程度 ○４產

業類別。 

11.（1）從家鄉居民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形，可以看出

什麼？ ○１家鄉人口的素質 ○２家鄉經濟

發展的情況 ○３家鄉的老年人口愈來愈多 

○４以上皆是。 

12.（3）圖表能幫助我們更了解文章中的文字與意義，

請參考彰化縣人口結構比例圖，選出正確答

案。○１我們可以從人口結構比例圖，得知彰

化縣人口的教育程度 ○２人口結構比例圖

是依據人口的性別比例繪製 ○３此人口結

構比例圖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青壯年人口 

○４雖然時代改變，但人口結構比例不會改變。 

 

彰化縣人口結構比例圖 

72.5％ 

13.9％ 

13.6％ 

104 年 

 

 
13.（4）近年來，禽畜的飼養逐漸發展成專門行業的

主要原因是什麼？ ○１政府要求 ○２禽畜

不會生病，比較好照顧 ○３少量飼養，獲利

較高 ○４市場需求增加和改變。 

14.（3）早期家鄉居民從事漁業方式，哪一項敘述正

確？ ○１內陸地區的居民會設置石滬捕魚 

○２海岸地區的居民會利用手投網捕魚 ○３

居民常用竹筏、小船在近海捕魚 ○４漁船配

有冷凍設備。 

15.（2）當生產技術進步後，農產品將會有什麼改變？ 

○１只能在產地購買到農產品 ○２有些農產

品可經由加工製成新產品 ○３農產品的品

質愈來愈差 ○４農產品的種類和數量都減

少。 

16.（2）關於雜貨店和便利商店的敘述，下列哪一項

是正確的？ ○１傳統的雜貨店２４小時營

業 ○２便利商店服務項目多 ○３便利商店

採家庭式經營 ○４傳統的雜貨店有提供影

印、宅配、繳費等服務。 

 

 

三、勾選題：每答1分，共29分 
 

1. 子鵬調查出家鄉不同時期的居民後，做出下列的

敘述，子鵬的敘述是正確的請打ˇ。 

 ①小玉是高山族，他的祖先主要居住在山地或離

島，現在仍保有一些傳統的生活方式。 

 ②藤木是平埔族，漢人來臺後，他的祖先與漢人

交流密切，目前生活方式與漢人差別不大。 

 □③丸子祖先是在明 清時期來臺的客家人，來台

灣後主要居住在平原、台地或丘陵地區，種植

作物維生。 

 □④美環的祖先在民國三十八年時來臺，他的祖先

因為工作需要，大多居住在沿海和平原地區，

從事捕魚或農耕。 

2. 峟凱對家鄉人口的敘述，正確的請打ˇ。 
 

 ①鄉村人口大量移出使得青壯年的人口減少。 

 ②都市地區人口大量移入造成公共設施不足。 

 □③鄉村地區人口大量移入，老年與幼年人口偏多

。 

 ④都市地區就業機會多，吸引青壯年人口移入。 

 □⑤家鄉人口的素質，可以從人們從事的產業類別

來了解。 

 ⑥青壯年人口是目前家鄉主要的工作人口。 

 □⑦目前家鄉不識字的人口愈來愈多。 

 □⑧隨著時代的變遷、教育普及，家鄉重男輕女觀

念更嚴重，男性、女性人口比例差距愈來愈大

。 

 ⑨鄉村地區從事農、林、漁、牧業的人口比例，

比都市地區要高。 

 ⑩鄉村地區從事服務業的人口比例，比都市地區

要低。 

 

3. 昱翔調查家鄉的開發，做出下列的敘述，昱翔的

敘述是正確的請打ˇ。 

 ①最早試種蓬萊米的地方是臺北市 北投區的竹

子湖。 

 ②臺北 文山地區是臺灣早期引進茶樹種植地之

一。 

 □③臺南市 南化區改良技術生產玉荷包，果肉甜

、果核小。 

 ④宜蘭縣 三星鄉改良技術生產上將梨。 

 ⑤苗栗縣 卓蘭鎮發展精緻農業，盛產葡萄。 

 

 

 ~~~還有一張試卷，加油 !~~~ 

俗話說：「飲水思源」，秀山國小四年級學

生想要了解家鄉的過去與現在，做了一系列調

查，請根據他們所做的調查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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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觀察新北市、屏東縣的性別人口統計表及就業人

口產業結構比例圖，並回答下列問題：(請ˇ選) 

新北市性別人口統計表 

民國 男性% 女性% 

75 年 51.4  48.6  

80 年 51.2  48.8  

85 年 50.7  49.3  

90 年 50.4  49.6  

95 年 50.1  49.9  

97 年 49.9  50.1  

100 年 49.5  50.5  

104 年 49.1  50.9  
 

 

 

資料來源：內政部 主計處 

屏東縣性別人口統計表 

民國 男性% 女性% 

75 年 52.6  47.4  

80 年 52.4  47.6  

85 年 52.4  47.6  

90 年 52.1  47.9  

95 年 51.8  48.2  

97 年 51.6  48.4  

100 年 51.4  48.6  

104 年 51.2  48.8  
 

 

 

資料來源：內政部 主計處 
 

(1)比較新北市、屏東縣 民國75年到104年的性別人

口統計，可發現： 

 ①新北市男性人口數一直下降。 

 □②屏東縣女性人口數一直下降。 

 □③新北市男性人口數都比女性人口數多。 

 ④屏東縣男性人口數都比女性人口數多。 

(2)比較新北市、屏東縣的就業人口，回答下列問題 

 ①哪一個縣市從事農、林、漁、牧業的人口比例較

高？  

   □ a.新北市   b.屏東縣 

 ②哪一個縣市從事服務業的人口比例較高？ 

    a.新北市  □ b.屏東縣 

 ③根據新北市、屏東縣的就業人口產業結構比例圖

，哪一個縣市屬於都市地區？ 

  a.新北市  □ b.屏東縣。 

四、問答題：每題2分，共4分 

1.原產於非洲的象草引進臺灣後，因生長力強，導致

本地許多特有植物瀕臨消失。從以上這個案例帶給

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答：我們未來對於引進新物種前，應先考量可能帶來

的負面影響。 
2.透過品種改良的新技術，我們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好吃的水果，請你寫出兩種水果品種改良的例子 

答：鳳梨釋迦、釋迦鳳梨、牛奶鳳梨、黑珍珠蓮霧

、珍珠芭樂。 

 

 

五、配合題：每答1分，共28分 
 

1. 小雁調查家鄉產業，發現家鄉的產業活動隨著科

技的進步、生產工具和方式改變有了變化。請判

斷下列的描述是發生在早期的家鄉，還是現代的

家鄉，並將正確答案的代號填入（  ）中。 

 甲、早期的家鄉       乙、現代的家鄉  
 

 （ 甲 ）①漁船功能較簡單，漁獲量比較少。 

 （ 乙 ）②漁業的捕魚範圍包括沿海及遠洋。 

 （ 甲 ）③農產品產量比較少。 

 （ 甲 ）④農業生產需要人力，所以出生率高。 

 （ 乙 ）⑤改變作物生產季節，或延長作物生產期 

 （ 乙 ）⑥農產品生產技術革新，創造了更多就業

機會。 

 （ 乙 ）⑦禽畜飼養轉為專門的行業，飼養的種類

也更加多樣化。 

 （ 甲 ）⑧禽畜飼養數量少，是家鄉居民農耕之餘

的副業。 

 （ 甲 ）⑨產品多用手工製作而成，生產過程費時

費力。 

 （ 乙 ）⑩利用自動化機械大量且快速生產產品。 

 （ 甲 ）⑪居民生活大多自給自足。 

 （ 乙 ）⑫出現工業引發環境汙染的問題。 
 

2. 請幫忙希妍將調查的家鄉居民從事的產業活動做

分類。 

甲：農、牧和漁業   乙：工業   丙：服務業  
 

（ 甲 ）①種植水蜜桃的果農。 

（ 丙 ）②水果店的老闆。 

（ 乙 ）③肉品加工廠的員工。 

（ 甲 ）④利用魚塭養殖魚蝦的漁民。 

（ 丙 ）⑤生鮮超市的店員。 

（ 乙 ）⑥啤酒工廠生產啤酒的員工。 

（ 丙 ）⑦醫院的醫生。 

（ 甲 ）⑧養雞場的雞農。 

（ 丙 ）⑨銀行行員。 

（ 丙 ）⑩古蹟解說員。 

3. 請先閱讀富一田一家人的資料，依照年齡分組，

將富一田一家人填入相對應的類別中(填代號)。 
 

(１)幼年人口：( ⑥       ) 

(２)青壯年人口：(② ③ ④ ⑤ ) 

(３)老年人口：(  ①       ) 
 

 ①富爺爺已經退休，今年67歲。 

 ②富奶奶在公家機關上班，今年59歲。 

 ③富爸爸在工廠上班，今年40歲。 

 ④富媽媽也在工廠任職，今年36歲。 

 ⑤富大姐就讀高中二年級，今年17歲。 

 ⑥富一田是國小四年級的學生，今年10歲。 

 

農、林、漁、牧業 0.7%

工業 35.5%

服務業 63.8%

民國104年新北市就業人口

產業結構比例圖

農、林、漁、牧業 14.0%

工業 32.3%服務業 53.7%

民 國104年屏東縣就業人口

產業結構比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