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立二水國民中學  1 0 8 學年度  第二學期  第一次段考  歷史科  試卷 

                                         一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選擇題(每題 2 分，答案劃在答案卡上，共 74 計分)

1.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籌措調查與

基礎建設經費，曾經在臺灣實施什麼制度？(A)土地國有

政策 (B)專賣制度 (C)《六三法》 (D)保甲制度。 

2.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以何種經濟策略，滿足日本國內

民生需求？(A)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B)日本、臺灣雙農

業 (C)日本、臺灣雙工業 (D)工業日本，農業臺灣。 

3. 西元 1930 年代開始，為了配合日本的什麼政策，臺灣總

督府開始推動臺灣地區的工業化，經濟策略也隨之有所

調整？(A)無方針主義 (B)內地延長主義 (C)南進政策 

(D)無主地國有原則。 

4. 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臺灣的地方行政是以下列何者為

中心？(A)警察 (B)保甲 (C)總督 (D)天皇。 

5. 下列何者為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發佈《法律第六十三

號》後所出現的影響？(A)使臺灣總督集行政、立法、司

法、軍事大權於一身 (B)臺灣被視為「內地」的一部份 

(C)建立保甲制度協助警察推行各項業務 (D)使臺灣總

督權力受到限制。 

6. 自西元 1937 年至日本於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止，日本

持續在臺灣推動下列哪一統治政策？(A)五年理蕃計畫 

(B)內地延長主義 (C)無方針主義 (D)皇民化運動。 

7. 清光緒 20 年（西元 1894 年），中、日雙方因為何地的問

題爆發軍事衝突，史稱「甲午戰爭」？(A)越南 (B)琉球 

(C)臺灣 (D)朝鮮。 

8.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將臺灣、

澎湖割讓給日本，唐景崧、丘逢甲等人成立什麼組織，

企圖抗拒日本接收，但最後以失敗收場？(A)大明慈悲國 

(B)臺灣民主國 (C)中華民國 (D)臺灣共和國。 

9. 在下列哪一個階段，臺灣的最高行政長官—臺灣總督是

由文官來擔任？(A)無方針主義時期 (B)內地延長主義

時期 (C)皇民化運動時期 (D)南進政策時期。 

10. 日治時期，針對臺灣地區的水稻生產，臺灣總督府除了

引進新式耕作技術外，也從事品種的改良，其中以何人

培育出來的蓬萊米最為著名？(A)磯永吉 (B)八田與一 

(C)後藤新平 (D)兒玉源太郎。 

11. 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長達 50 年之久，而其殖民體制主

要表現在下列哪兩個方面？(A)警察政治、保甲制度 (B)

總督專制、警察政治 (C)農業臺灣、工業日本 (D)內地

延長、日台合一。 

12. 臺灣歷史各階段的發展皆與戰爭密切相關。請問：下列

哪一場戰爭，使得臺灣、澎湖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臺灣

的歷史也因而進入到日治時期？(A)牡丹社事件 (B)甲

午戰爭 (C)英法聯軍 (D)第二次世界大戰。 

13. 下列哪一史事的爆發，可以視為對日本的「五年理蕃計

畫」的反彈？(A)牡丹社事件 (B)西來庵事件 (C)霧社事

件 (D)苗栗事件。 

14. 臺灣總督府在下列哪一項調查中，確立了「無主地國有

原則」，使得臺灣總督府名下的土地大大的增加。但在

此同時，也使臺灣原住民喪失了族人世代生活的傳統領

域？(A)人口普查 (B)土地調查 (C)林野調查 (D)舊慣調

查。 

15. 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時期提出：「治理臺灣的方式絕

對不是把日本經驗套在臺灣人民身上。我們以生物學上

的比目魚為例，比目魚的眼睛長在身體的同一邊，而鯛

魚的眼睛則在兩側。若以飼養鯛魚的方式飼養比目魚，

那就違反了生物學原理。所以，我們必須先瞭解臺灣人

的習性，依據其習性定出一套管理辦法才有效。」請問：

後藤新平的這種想法與下列哪一施政作為息息相關？

(A)施行各種調查 (B)南進政策 (C)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D)皇民化運動。 

16. 歷史學家將日本統治台灣的模式稱為「殖民統治」，而

在這樣的統治模式下，任何的施政都以何者的利益為優

先考量？(A)臺灣 (B)中國 (C)日本 (D)原住民。 

17. 下列何項建設完工後，使得日治時期的臺灣西半部有

了充足穩定的電力供應，亦使臺灣由農業社會逐漸過渡

到工業社會階段？(A)縱貫鐵路 (B)日月潭水力發電所 

(C)基隆港 (D)烏山頭水庫。 

18.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國家多遭逢殖民統

治的困境，包括如何面對殖民地蓬勃發展的民族運動，

及如何繼續利用殖民地的資源以擴張經濟。」針對上述

局勢，當時臺灣的最高統治者採取何項措施來加以面

對？(A)頒佈《六三法》 (B)以武力爭討民族運動 (C)企

圖透過行政手段將臺灣人改造成效忠天皇的子民 (D)將

日本的法律與制度延伸至臺灣。 

19. 某雜誌對臺灣當時的鐵路建設有以下描述：「目前已修

築完成的鐵路，路線包括：一、從基隆經台北、新竹到

中港（今竹南）；二、從大稻埕、台北到淡水；三、從

嘉義經台南到打狗等。至於中港到嘉義間，由於需跨越

多條河流，工程尤其困難，但預計在幾年之後，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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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通臺灣南北。」雜誌的描寫，其時間點最有可能為下

列哪一個時期？(A)荷蘭統治時期 (B)明鄭統治時期 (C)

清朝統治時期 (D)日本統治時期。 

20. 有一本日文書《內地式改姓名の仕方》中的第 2 章詳細

向臺灣人說明改姓名之條件。欲更改姓名之臺灣人，其

家庭必須為「國語」（日語）常用家庭，且須致力於培

養皇國民之資質涵養，並富有公共奉仕(奉獻)之精神。

惟對於姓名之更改也有一些限制，例如：歷代天皇的

名、諱，不得作為更改之姓、名；與現有之姓具有緣由

的中國地名，不得作為更改之姓。請問：《內地式改姓

名の仕方》的出版與總督府的哪一統治策略息息相關？

(A)南進政策 (B)無方針主義 (C)內地延長主義 (D)皇民

化運動。 

21. 右圖是西元 1920 年，臺灣產品

出口到日本的比例圖。「甲」產

品出口量占 65.80％，為所有產

品中比例最高者。若依據當時的

農業情況，「甲」產品最有可能

為下列何者？(A)蔗糖 (B)茶葉 (C)樟腦 (D)鴉片。 

22. 一本介紹臺灣港口的書提到：「這座港口在清末開港通

商，開港之後又到中法戰爭的戰火波及，日本統治時期

重新整建，由於其位置較接近日本，因此成為當時進出

臺灣的主要大門。商人與遊客可以在港邊的車站搭上火

車，前往其他地方。」這段話最有可能是介紹下列何者？

(A)基隆 (B)淡水 (C)安平 (D)高雄。 

23. 一般而言，耕種的農田可以粗略二

分為「水田」與「旱田」兩種。右

表是臺灣某一段時間水田占該地總

耕地的比例數據表，請問：該表數

據的改變與何項建設息息相關？(A)

縱貫鐵路 (B)嘉南大圳 (C)日月潭

水力發電所 (D)基隆港。 

時間 水田 

1929 34.5％ 

1931 34.6％ 

1933 44.1％ 

1935 57.6％ 

1937 70.3％ 

24. 下列對日治時期『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這句台

灣俗諺的解讀，何者正確？（A）因稻米價格上漲，

沒有農民想種植甘蔗 （B）台灣糖業沒落，沒有日本

資本家願意投資 （C）臺灣轉型為工業社會，蔗農也

不願意 再種植甘蔗 （D）總督府保護日本資本家，

臺灣蔗農利益不斷被壓榨。 

25. 臺灣民主國《臺民布告》：「臺民唯有自主，推擁賢者，

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朝…。」請問：臺

灣民主國所推擁負責臺政的「賢者」是何人？ (Ａ)

丘逢甲 (Ｂ)唐景崧 (Ｃ)劉永福 (Ｄ)羅福星。 

26. 許小喵將日治時期治台政策演變繪製成以下時間軸，請

問時間軸中的「甲」，是什麼原因導致政策轉變政策？(A)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B)中日戰爭爆發 (C)日月潭水力

發電所完工 (D)霧社事件平定。 

27. 某一位日本人曾寫下：「我國已不再是糖的進口國，而

將立足於出口國的地位。國家之幸，有何可比？」請問：

這位日本人所寫的背景為何？ (Ａ)發動 1937 年中

日戰爭侵略中國 (Ｂ)甲午戰爭後取得臺灣 (Ｃ)實施

鎖國以驅逐外國勢力 (Ｄ)牡丹社事件後取得琉球。 

28. 日治時期，臺灣的產業發展原本局限於農業方面，工業

化設施可謂寥寥無幾。後因日本政府哪一方面的需要，

開始在臺灣推動工業化？ (Ａ)標榜日臺合一 (Ｂ)強

化在臺統治 (Ｃ)侵略南洋地區 (Ｄ)培養忠誠皇民。 

29. 日治初期，總督府推動「農業臺灣，工業日本」政策，

哪兩項產品為臺灣當時最具代表性的產品？(Ａ)稻米和

蔗糖 (Ｂ)茶葉和樟腦 (Ｃ)茶葉和蔗糖 (Ｄ)稻米和茶葉。 

30. 右圖是西元

1911～1941 年

之間，臺灣地區

輕工業生產指

數的曲線圖。仔

細觀察該圖可以發現，「↑」這個時間點是輕工業發展

的關鍵時刻，請問：這樣的現象，與下列哪一建設息

息相關？(A)嘉南大圳 (B)縱貫鐵路 (C)日月潭水力發

電所 (D)臺灣銀行。 

31. 右圖是惠群對臺灣某一歷史

事件的研究整理，根據圖中資

訊判斷，該事件最有可能造成

下列何向轉變？(A)統治者：

大清帝國皇帝日本天皇 

(B)臺灣漢人作為：武裝抗日

驅除日人離台以政治社會運動爭取臺人權益 (C)經

濟策略：工業日本，農業臺灣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D)蔗糖生產方式：傳統糖廍新式糖廠。 

32. 原住民歌舞劇《莎韻的故事》描述 1938 年日籍老師收到

總督府的從軍徵召令，即將離開學校前往中國戰場，泰

雅族學生莎韻·哈勇堅持替老師搬運行李，卻在暴風雨中

不幸失足落水失蹤。請問：上述故事的時空背景為何？

(A)皇民化運動以來，培養原住民愛國精神 (B)霧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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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後，原住民受到嚴密監控 (C)日本展開武力鎮壓，

掃蕩反抗的原住民部落 (D)尊重臺灣原住民的風俗習

慣。 

33. 戶籍是官府管理社會的重要憑藉。某個時期的戶籍制度

普及至每一個人，而戶籍資料裡除了姓名、年齡、居住

或遷移等紀錄外，也記錄著與本人有關的各項記事，諸

如「本籍與族稱、屬於哪個保甲、是否吸食鴉片」。這

份戶籍資料最可能出現在何時、何地? (A)1860 年，臺中 

(B)1875 年，臺北 (C)1910 年，臺南 (D)1930 年，日本。 

＊賴和在其作品〈南國哀歌〉中寫到：「所有的戰士都已死

去，只殘存些婦女小兒，這天大的奇變，誰敢說是起於

一時？……憑我們有這一身，我們有這雙腕，休怕他毒

氣、機關槍！休怕他飛機、爆裂彈！」請依據上述引文，

回答下列二題： 

34. 下列何人最有可能是〈南國哀歌〉一文中所指的「戰

士」？(A)丘逢甲 (B)余清芳 (C)莫那·魯道 (D)羅福星。 

35. 賴和作品中寫到「誰敢說是起於一時？」，意即這些戰

士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起而反抗。請問：下列何者

為這些戰士反抗的背景？(A)不滿臺灣被割讓，不願接受

日本統治 (B)對原住民的高壓統治與強迫勞役與欺壓 

(C)皇民精神，愛國情操 (D)受到民族自決影響，企圖爭

取獨立。 

＊「皇民奉公會」這一組織是以住在臺灣的居民為招募對

象，該組織成立的原因是為了因應緊迫的國際局勢，在

「臺灣一家」的理念下而成立。此組織的中央總部設立

於臺灣總督府，並在地方設有支部，要求人民參與戰時

勞動服務，並實施米糧配給政策，推動各項支援戰爭的

工作，以促進人民鬥志。另外，還成立了「產業奉公會」、

「文學奉公會」、「奉公壯年團」等組織，希望使台人民

為日本效忠，落實皇民思想並支援人力和物力。請依據

上述內容，回答下列二題： 

36. 依據上述引文內容判斷，「產業奉公會」、「文學奉公

會」、「奉公壯年團」等組的成立，與臺灣總督府的哪一

個統治策略息息相關？(A)無方針主義 (B)內地延長主

義 (C)皇民化運動 (D)五年理翻計畫。 

37. 皇民奉公會是在當時何種「緊迫的國際局勢」下所成立

的組織？(A)甲午戰爭 (B)第一次世界大戰 (C)霧社事件 

(D)第二次世界大戰。 

 

彰化縣立二水國民中學  1 0 8 學年度  第二學期  第一次段考  歷史科  試卷 

                                一年   班   座號：    姓名： 

二、填充題(每格 1 分，答案寫在考卷上，共計 10 分) 

1. 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將（              ）與（              ）兩種商品列為專賣。 

2. 1930年，日籍工程師（              ）設計建造嘉南大圳完工。 

3. 日治時期，保甲中青壯年男子組成（              ），協助警察救災與鎮壓抗日份子。 

4. 余清芳為（              ）事件的主要策劃者；（              ）為霧社事件的主要策劃者。 

5. 1896年，日本頒佈（              ），使得臺灣總督具有專制的性質。 

6. 日本統治台灣期間，重新整建了（              ）港與（              ）港兩港口，做為臺灣進出口

的門戶。 

7. 1899年，日本成立（              ），為臺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發行統一貨幣。 

三、問答題（每題 4 分，關鍵字 2 分，答案 1 分，共計 6 分，答案寫在考卷上） 

 題            目 關  鍵  字 答案 

1 電視台播出某位地方耆老訪問如下（該耆老均以閩南語發音）： 

日本將某廟宇所供奉的『王爺公』搬走，並殺害與余清芳同夥的蘇有志、鄭利記。因此，

台南民間就流行這樣一個口訣：「余清芳、余清芳，趕走亭仔腳王爺公；王爺公，沒保佑，

害死蘇阿志；蘇阿志，無仁義，害死鄭阿利。」請問：上述流行於台南民間的口訣，與下

列哪一史事的爆發息息相關？(A)霧社事件 (B)西來庵事件 (C)甲午戰爭 (D)牡丹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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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表示台灣某一時期的「米、糖、甘蔗價格比較與比率表」。根據下表現的線索判斷，該表

所研究的時期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A)荷蘭統治時期 (B)鄭氏時期 (C)清領時期 (D)日治時期。 

  

四、引導式問答題(每小題 1 分，答案寫在考卷上，共計 10 分) 

（一）下表為 106 學年度教育會考的第 6 題，請依據該題目的內容回答下列 1～5 小題 

右表是臺灣某時期官方書籍所推薦當時全台參訪地點的整理，根據內容判斷，表

中「？」最可能是下列何者？(A)臺灣府 (B)承天府 (C)臺灣省政府 (D)臺灣總督

府。 

1.依據該題的右表，哪一個參訪地點的性質為「統治象徵」？ 

  答案：  

2.依據該題的內容，「臺北郵便局」建設的時間應為下列何者？ 

  答案：□鄭氏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中華民國時期（請在框框中打勾） 

3.依據該題內容，具有「工業發展指標」性質的參訪地點，應完工於下列那個時期? 

  答案：□鄭氏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中華民國時期（請在框框中打勾） 

4.依據 2和 3題的推斷，106學年度教育會考的第 6題中的「臺灣某時期」應該是那個時期？ 

  答案： 

5.經過上述 1~4題的脈絡練習，接著我們回到 106學年度教育會考第 6題。表中的「？」為當時臺灣最

高統治機關，因此表中的「？」應為下列何者？(A)臺灣府 (B)承天府 (C)臺灣省政府 (D)臺灣總督府。 

  答案：  

（一）下表為 108 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的第 21 題，請依據該題目的內容回答下列 1～5 小題 

右圖是某時期日本在臺灣發佈的告示，此告示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A)臺

灣民主國 (B)牡丹社事件 (C)霧社事件 (D)第一次世界大戰。 

1.依據題目及圖片，發布這個布告的是哪一個國家？ 

  答案：  

2.依據題目及圖片，這個國家的總督與清國欽差完成交接，從此哪兩個地方已屬於該國版圖？ 

  答案： 

3.依據題目及圖片，何人慫恿在臺灣的清兵反抗該國？， 

  答案：□本總督；□清國欽差；□前臺灣巡撫 

4. 依據題目與圖片，加上自己的歷史知識判斷，這個佈告出現的時間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答案：□馬關條約簽訂前；□馬關條約簽訂後一年；□內地延長主義時期；□中日戰爭爆發時 

5.經過上述 1~4題的脈絡練習，接著我們直接面對會考題目。請問：該題的答案為何？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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