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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組(第 1-11 題，每題 3 分) 

甲、1979 年 12 月 10 日，某雜誌社為首的黨外人士，在高雄舉行遊行，結果當晚造成嚴重的警民衝突，政府逮捕大批 

黨外人士，雜誌社被查封。由於事涉多人，再加上被捕者的家屬險遭滅門，引起國際關注。 

(    )11.這家雜誌社所發行的刊物應是下列何者？ 

(A)《臺灣民報》  (B)《美麗島》  (C)《中國時報》  (D)《自由中國》。 

(    )12.請問：「黨」外人士的黨，指的是哪個政黨？ 

(A)臺灣基進黨  (B)民主進步黨  (C)中國國民黨  (D)臺灣民眾黨。 

乙、陳澄波是日治時期的西洋畫家，曾以油畫作品「嘉義街外」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他的畫作除了以故鄉嘉義 

街景外，還有很多本土風景，如八卦山、阿里山、淡水和龍山寺等。日本投降後，各地為熱烈歡迎中華民國，紛

紛成立籌備會，陳澄波因為個性熱心，且會說漢語，被推舉為嘉義地區籌備會的副主任委員。二二八事件爆發

時，陳澄波和嘉義地方士紳成立組織，並與成員出面調停，嘗試和軍隊溝通，不料卻被拘押，在嘉義火車站前被

公開槍決。 

(    )13.戰後，中華民國在臺灣設立哪個機構，接收臺灣？ 

(A)臺灣省政府  (B)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C)臺灣府  (D)臺灣總督府。 

(    )14.承上題，此機構最高負責人是誰？ 

(A)蔣中正  (B)蔣經國  (C)雷震  (D)陳儀。 

(    )15.引發全臺各地的衝突的二二八事件，爆發於哪一年？ 

(A)民國 34 年  (B)民國 36 年  (C)民國 38 年  (D)民國 40 年。 

(    )16.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代背景，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文化差異加深中國與臺灣民眾彼此間的鴻溝  (B)政府運用嚴密的情治系統，戕害人權  (C)官員貪汙腐

化，濫用特權  (D)政府實施經濟管制，導致臺灣物價飛漲。 

(    )17.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導火線為查緝私菸時，誤殺民眾  (B)期間，政府施行清鄉，造成許多民眾傷亡  (C)事後，大批軍民隨著

政府遷臺  (D)事件之後，對臺灣政治和族群關係產生不良的影響。 

丙、龍潭名人「鄧雨賢」因創作《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等名曲，而被譽為「臺灣歌謠之父」。1906 年，鄧 

雨賢出生於龍潭的書香世家；15 歲時，進入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就學期間接觸西式樂器；畢業後，進入臺

灣人就讀的國小服務。26 歲時，創作臺語歌曲《桃花泣血記》，之後陸續創作多首世人熟稔歌曲等，曲曲動人心

弦。後來日本為鼓勵臺灣民眾擔任軍伕，將鄧雨賢的歌曲重填日文歌詞。可惜英年早逝，1944 年因病逝於竹東

時，年僅 39 歲。 

(    )18.請問：鄧雨賢在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可能進入哪間學校服務？ 

(A)日新公學校  (B)南門尋常小學校  (C)角板山蕃童教育所  (D)東京大學。 

(    )19.為配合臺灣總督府統治政策的需要，鄧雨賢的歌曲被填入日文歌詞。請問：此時總督府的統治政策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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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鄧雨賢生活期間，總督府所施行的教育政策，何者錯誤？ 

(A)採取「差別待遇」與「隔離政策」的原則  (B)1941 年，總督府為了配合皇民化運動，取消小學校、公學

校的區別  (C)中等教育以實用為原則，偏重職業教育  (D)臺灣高等教育的不足，不少臺灣人前往中國就

學。 

(    )11.下列何者不會是鄧雨賢的生活情況？ 

(A)為準備母親節禮物，去逛菊元百貨  (B)反對修建首條鐵路  (C)和女朋友到波麗路餐廳吃西餐  (D)到公立

醫院接受預防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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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題(第 12-20 題，一題 3 分；第 21-40 題，一題 2 分) 

(    )12.日本統治臺灣長達 50 年，是以哪兩場戰爭作為開始與結束？ 

(A)甲午戰爭、中日戰爭  (B)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  (C)中日戰爭、國共內戰  (D)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日戰爭。 

(    )13.臺灣第一個合法政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廢社會之缺陷」為其黨的三大綱要。請 

問：上述是哪個政黨？ 

(A)民主進步黨  (B)中國民主黨  (C)中國國民黨  (D)臺灣民眾黨。  

(    )14.小苡這週六為了參加韓國明星 IU 演唱會，特別搭車到臺北小巨蛋。隔天，小苡還到西門町購買新衣服。請 

問：臺灣人開始重視假日休閒活動，與哪項政策的施行有關？ 

(A)現代衛生觀念  (B)審美觀念的改變  (C)守法習慣  (D)星期制。 

(    )15.1905 年，臺灣男性平均壽命是 28 歲，到 1945 年時增到 46 歲，此變化與下列何者最沒有關係？ 

(A)總督府興建自來水設施  (B)醫療與公共衛生設施增加  (C)推動皇民化，總督府鼓勵生育  (D)定期清潔，

改善環境衛生。 

(    )16.根據中華民國法律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 4 年，連選得連任 1 次。但蔣中正曾經從民國 37 年，一直擔 

任總統到民國 64 年為止。請問：蔣中正可以連選連任這麼多次，其法源為何？ 

(A)《中華民國憲法》  (B)《戒嚴令》  (C)《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D)《地方自治條例》。 

(    )17.日治時期，臺灣流傳著「第一戇，種甘蔗予會社磅；第二戇，吃菸吹風；第三戇，選舉運動」的俗諺，其中 

「吃菸吹風」是指吸食鴉片。請問：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如何處理鴉片問題？ 

(A)總督府採取嚴禁政策加以廢止  (B)吸食鴉片、纏足和隨地大小便被視為臺人三大陋習  (C)將鴉片列為專

賣，吸食者需有許可證才可購買  (D)透過保甲制度與教育宣傳禁止鴉片。 

(    )18.2024 年立委選舉時，一位山地原住民立委因為無法使用羅馬拼字的姓名參選，因此將姓名改為「李我要單列 

族名我的布農族名字是 Savungaz Valincinan」。請問：原住民何時被迫將姓名改為漢名？ 

(A)1624 年  (B)1895 年  (C)1947 年  (D)2020 年。 

(    )19.臺灣某大學於 1955 年訪問一位出生於 1885 年的原住民長老。訪問途中，研究者發現長老說話經常參雜了三 

種語言。下列三種語言，長老一生中學習的順序為何？(甲)日語  (乙)國語  (丙)族語 

(A)丙甲乙  (B)甲丙乙  (C)丙乙甲  (D)甲乙丙。 

(    )20.2020 年 8 月，電視節目「臺灣演義」為感謝「民主先生—□」對臺灣的貢獻，特別製作紀念影片。影片中包 

含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款》、修改憲法、開放直轄市市長直接民選等。請問：□應填入何人？ 

(A)李登輝  (B)蔡英文  (C)蔣中正  (D)陳儀。 

(    )21.日治時期，某人曾診斷出臺灣人患有「智識之營養不良」症，普遍的症狀為「道德頹廢、物欲旺盛、精神生 

活貧瘠、風俗醜陋、圖小利、腐敗、虛榮……。」請問：某人是誰？為了對症下藥，某人成立哪個組織？ 

(A)林獻堂，臺灣民眾黨  (B)蔣中正，臺灣文化協會  (C)林獻堂，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D)蔣渭水，臺灣文化

協會。 

(    )22.承上題，此組織未採用何種方式改善「智識之營養不良」症？ 

(A)舉辦演講會  (B)提供書籍報刊  (C)成立「臺灣議會」  (D)發行《臺灣民報》。 

(    )23.小周在歷史漫畫書中看到描繪臺灣某時期經濟情況的示意圖(如下圖)。請問：此現象的出現與何者有關？ 

(A)中日戰爭爆發  (B)支援國共內戰  (C)戒嚴體制的建立  (D)第二次政黨輪替。 

 
(    )24.2017 年，線上遊戲《返校》推出後反應熱烈，後續還改編成電影。該遊戲的背景設定是臺灣某時期的高中校 

園，劇情中提到禁書、匪諜、告密、黑名單等歷史背景。請問：《返校》的背景設定，可能是哪個時期？ 

(A)民國 30 年代  (B)民國 50 年代  (C)民國 70 年代  (D)民國 90 年代 

(    )25.承上題，劇情中提到禁書名單包含中國學者魯迅的《阿 Q 正傳》、詆譭國家元首的柏楊作品、金庸《射雕英 

雄傳》等。請問：這些書被列為禁書，與哪場戰爭有關？ 

(A)國共內戰  (B)第二次世界大戰  (C)中日戰爭  (D)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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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下表為日治時期臺灣學齡兒童就學率簡表。請問：1943 年，臺灣人就學率提高，主要的原因為何？ 

(A)因應甲午戰爭，總督府強化日語教育  (B)總督府施行六年國民義務教育  (C)總督府發行《臺灣新報》，

推廣日語  (D)臺灣的高等教育資源豐富。 

 

(    )27.上歷史課時，小麥總是認真聽講抄寫筆記，不過百密總有疏漏。下列關於日治時期的筆記，小麥哪裡抄錯 

了？ 

(A)甲  (B)乙  (C)丙  (D)丁。 

甲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臺灣的知識分子受到民主自決思潮的刺激，展開文化啟蒙與政治社會運動 

乙 1921 年，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所領導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影響最大 

丙 臺灣民眾黨積極為工人爭取福利、宣傳地方自治 

丁 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受到總督府打壓而逐漸銷聲匿跡 

 

(    )28.1920 年代起，臺灣人民從武裝抗日，轉變為從事政治社會運動。請問：這些社會運動的主要訴求是什麼？ 

(A)倡導臺灣獨立  (B)爭取臺人政治權益  (C)配合皇民化運動  (D)保存社會傳統習俗。 

(    )29.民國 60 年代以後，臺灣社會由於哪些因素，人民對政治民主的要求提高，挑戰政府的戒嚴統治？ 

(A)實施地方自治  (B)總統宣布解除戒嚴  (C)青年學生發起「三月學運」  (D)經濟、教育迅速發展。 

(    )30.畢業旅行時，謝老師參觀林家花園—萊園，內展示林獻堂日記真跡、書畫墨寶，以及早年老照片等珍貴文 

物。請問：哪個物品不應該出現在展覽？ 

(A)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單  (B)臺中中學校募款單  (C)「中國民主黨」成立大會的演講稿  (D)臺灣地方自治聯

盟成立時成員的大合照。 

(    )31.圖(一)是臺灣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海報。關於此海報所宣傳的選舉，何者敘述錯誤？ 

(A)「臺灣民眾黨」爭取下獲得  (B)由林獻堂等人積極爭取下獲得  (C)此次選舉開放半數議員名額民選  (D)

之後，臺灣人對自治、普選、參政權等觀念獲得初步的認識。 

(    )32.承上題，臺灣在哪年舉行第一次選舉？ 

(A)1885 年  (B)1894 年  (C)1935 年  (D)1950 年。 

(    )33.圖(二)是臺灣一份報紙的頭版標題，下列何項政策的施行與標題的公告關係密切？ 

(A)開放遊行、集會  (B)開放經濟面的管制  (C)舉行第一次投票選舉  (D)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    )34.承上題，哪位總統在何時施行此政策？ 

(A)蔣萬安，民國 111 年  (B)李登輝，民國 80 年  (C)蔣經國，民國 76 年  (D)蔣中正，民國 64 年。 

圖(一)海報寫著「對自治覺醒投下清廉的一票。」 圖(二) 

 

 

年(西元) 臺灣人 在臺日人 

1917 年 13.1％ 95.1％ 

1920 年 25.1％ 98.0％ 

1925 年 29.5％ 98.3％ 

1930 年 33.1％ 98.8％ 

1935 年 41.5％ 99.3％ 

1940 年 57.6％ 99.5％ 

1943 年 71.3％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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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過年前，小文幫忙爺爺整理書桌時，發現了幾枚臺灣光復 50 週年的紀念幣(如下圖)。請問：有關臺灣光復的 

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臺灣光復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有關  (B)光復節是為紀念民國 34 年，臺灣脫離日本的統治  (C)臺灣

光復後，最高統治官員握有行政、軍事大權  (D)臺灣光復節為 10 月 25 日。 

 
(    )36.下圖是某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出版社送審的一本辭典的審查結果，請根據圖片內容判斷，這本辭典可能因 

為哪個因素被裁決查扣？ 

(A)充滿日本殖民文化思想  (B)透露我國國防之機密  (C)企圖顛覆國家政權  (D)涉及共產主義與中共政權之

內容。 

   

(    )37.下表是日治時期臺灣某所學校學生數統計資料，根據資料內容判斷，最可能是哪所學校？ 

(A)1918 年設立的三坑子公學校  (B)1915 年成立的臺中中學校  (C)1917 年成立的開南工業學校  (D)1928 年

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 

學部 文政部 理農部 醫學部 總計 

日本人 1167 1259 523 2996 

臺灣人 146 125 513 786 

其他 2 6 3 11 

合計 1315 1390 1039 3793 

(    )38.「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汙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 

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以使臺灣政治的明朗，早日達成⋯⋯。」上文的發表者應為下列何

者？ 

(A)陳儀  (B)陳誠  (C)臺灣總督府  (D)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    )39.民國 79 年，大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向政府提出政治改革訴求，期間以野百合為精神標誌，故稱為 

野百合學運。請問：當時大學生不會提出哪個改革內容？ 

(A)開放民意代表選舉  (B)終止動員戡亂  (C)由人民直選總統  (D)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    )40.下面是戰後臺灣的幾件重要大事，按發生事前的先後順序，下列何者排列正確？(甲)公告《戒嚴令》  (乙)民 

主進步黨成立  (丙)解除《戒嚴令》  (丁)雷震事件  (戊)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  (己)人民直選總統  (庚)首 

次政黨輪替 

(A)甲戊丁乙丙己庚  (B)戊甲丁丙乙庚己  (C)甲戊丙己丁乙庚  (D)戊甲丁丙乙庚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