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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成功高中 106學年度下學期 第一次段考 國中歷史試卷 一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單一選擇(1~20題，每題2.5分)  

( )1. 現今台南烏山頭水庫仍留有一座日人八田與一的銅像

。時間流逝、政權更迭，台灣人對八田與一只有永遠的

感念。請問當年建立這座銅像，主要目的是為感念他對

台灣哪一方面的貢獻？              

(Ａ)軍事 (Ｂ)水利 (Ｃ)教育 (Ｄ)司法。。 

 

( )2. 日治時期，經濟政策從初期的『工業日本，農業臺

灣』轉變為『農業南洋，工業台灣』的關鍵因素，跟下

列哪一政策的實施有最密切關係？ (Ａ)皇民化政策   

(Ｂ)內地延長主義  (Ｃ)漸進政策 (Ｄ)南進政策。 

 

( )3. 回顧日治時期歷史，日本也曾為了臺灣的工業化政

策，在臺灣建造了一座當時號稱全東南亞最大的發電廠

。請問此『發電廠』是指哪一座？ (Ａ)高雄火力發電

廠 (Ｂ)烏山頭水力發電所 (Ｃ)日月潭水力發電所 (

Ｄ)恆春核能發電廠。 

 

( )4.一九三０年代以後，臺灣輕工業生產大幅上升，這與

以下哪項政策的推動有關： 甲、日本總督為台灣建設

日月潭發電所   乙、西部縱貫線鐵路完工通車   丙

、日本總督為台灣建設嘉南大圳   丁、工業臺灣，

農業南洋的政策所影響。 

  （Ａ）甲乙 （Ｂ）甲丁 （Ｃ）乙丁 （Ｄ）乙丙。 

 

( )5. 廖添丁是日治時期的一位義賊，某日在行動被發現

後逃入鄉間，被當地警察發現，警察可能指揮哪一組織

來圍捕他？ (Ａ)自衛隊 (Ｂ)義勇隊 (Ｃ)義軍團    

(Ｄ)壯丁團。 

 

( )6.一段辛酸血淚史: 陳桃阿嬤19 歲時，她被帶到高雄碼

頭，搭上日本軍艦一路向南方駛去，抵達印度洋上的小

島安達曼，本以為自己是來當護士助手，最後仍遭強逼

為慰安婦，在離海軍營區不遠的海邊慰安所住了一年多

。之後，又進入另一處慰安所。等到日本戰敗、搭乘日

本紅十字會的船回台時，她已經 24 歲 了…… 請問陳

桃阿嬤被強作慰安婦的時代背景應是何時？ (A)牡丹社

事件期間 (B)甲午戰爭作戰期間 (C)第一次世界大戰期

間 (D)中日戰爭作戰期間。 

 

( )7. 臺灣在日治時期產業能夠振興，投資環境能夠改善，

基礎建設能夠進行，完全是因何人擔任民政長官時期對

台灣的貢獻？ (Ａ)後藤新平 (Ｂ)八田與一       

(Ｃ)兒玉源太郎 (Ｄ) 樺山資紀。 

 

( )8. 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積極進行農業改革，其中偏

重於哪兩項農作物的生產？  (A)鴉片、樟腦          

(B)茶、稻米    (C)蔗糖、稻米   (D) 茶、樟腦。 

 

( )9. 日軍在西元 1895 年 6 月 17 日舉行始政典禮，象徵日

本開始在台灣行使統治權，請問「始政典禮 」是在日

本占領哪一城市之後宣布的？ 

   (Ａ)台南 (Ｂ)台中 (Ｃ)高雄 (Ｄ)台北。 

 

 

 

( )10.台灣在哪一場戰爭後，結束了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時期

？(A)中法戰爭  (B)甲午戰爭  (C)第一次世界大戰 

(D)中日戰爭。 

 

( )11. 以下紀念碑請依發生時間先後順序做正確的排列： 

甲、牡丹社抗日紀念碑  乙、東北角澳底抗日紀念碑  

丙、抗日烈士余清芳紀念碑 丁、霧社事件抗日紀念碑 

  (Ａ)甲乙丙丁 (Ｂ)乙甲丁丙 (Ｃ)乙甲丙丁      

(Ｄ)丁乙丙甲。 

 

( )12. 某一時期的統治者為了能有效管理臺灣，曾展開包

括種族、鴉片吸食特許者、纏足有無、常用語等調查；

其中，種族的內涵包括:內地人、本島人、生番、外國

人等。這項調查最可能於何時開始進行？       

(A)十七世紀初   (B)十八世紀初   (C)十九世紀初   

(D)二十世紀初。。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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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令稱為「六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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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制定屬於台灣的憲法。 

 

( )14.關於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化的發展，何者正確？    

（A）重視國防軍需工業而缺乏輕工業發展  （B）以嘉

南大圳供應臺灣西半部的用電  （C）發展工業的主要

目的是配合日本的皇民化政策  （D）日治後期臺灣轉

型為半農業與半工業的社會。。 

 

(  )15.日治時期，臺灣各地不斷有武裝抗日事件發生，自

西元1915年哪一事件後，漢人的武裝抗日結束，轉而以

政治社會運動爭取權利？ (Ａ)苗栗事件 (Ｂ)噍吧哖

事件 (Ｃ)霧社事件 (Ｄ)牡丹社事件。 

 

( )16.在哪一場戰爭的議和過程中，傳來割讓台灣給日本的

消息，於是台灣積極籌組台灣民主國反抗日本的接收？ 

(A)甲午戰爭  (B)牡丹社事件 (C)中日戰爭 (D)第一

次世界大戰。 

 

( )17.臺灣民主國的總統是誰？(Ａ)丘逢甲  (Ｂ)劉永福    

(Ｃ)劉銘傳  (Ｄ)唐景崧。 

 

( )18.下列有關日治時期台灣地方行政制度的敘述，何者正

確？  (A)地方行政機關皆附屬於總督府，缺乏自主權

與自治權 (B)全台各地分為三府一直隸州  (C)總督的

權力受到地方行政官員的牽制 (D)地方行政長官由臺灣

人自己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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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臺南」具有「歷史古都」的崇高地位，它見證了

台灣各個時期的歷史，日治時期也不例外；下列抗日英

雄中，哪些人的抗日事蹟曾發生在「臺南」？     

甲、丘逢甲 乙、劉永福 丙、羅福星 丁、余清芳    

  (Ａ)甲丙  (Ｂ)乙丙  (Ｃ)乙丁 (Ｄ) 甲丁。 

 

( )20. 有關日治時期在台灣的經濟發展，如：甲、農業台

灣、工業日本  乙、基礎建設  丙、農業南洋，工業

台灣。以上請依政策實施的時間早晚作排序，何者正確

？(Ａ)甲乙丙 (Ｂ)乙丙甲 (Ｃ)乙甲丙 (Ｄ)甲丙乙。  

  

二、配合題(21~40題，每題2.5分) 

(一)以下關於台灣的事蹟最早發生在哪一個階段，請將代

號正確填入： (A～D代號可重複選取) 

   A.國際競爭時期        B.鄭氏時期  

   C.清領時期         D.日治時期  

(  )21.最早在台灣設置郵局。 

(  )22.締造「糖業王國」的紀錄。 

(  )23.最早引進科舉制度。 

(  )24.開始實施人口普查。 

(  )25.開始實施保甲。 

(  )26.開始建設鐵路。 

(  )27.開始外銷蔗糖。 

(  )28.開始實施專賣制度。 

(  )29.開始開發後山。 

 

(二)  

若依照時間發展順序，下面表格中「甲」 「乙」   

「丙」分別代表日本治台的三個階段 

日本治台 

三階段 

甲 乙 丙 

請配合這三個階段回應問題: 

 

（ ）30.「甲」「乙」「丙」各代表哪三個政策?  

(A)「漸進主義」→「內地延長主義」→「皇民化運動」  

(B)「漸進主義」→「皇民化運動」→「內地延長主義 

(C)「內地延長主義」→「皇民化運動」→「漸進主義」 

(D) 「皇民化運動」→「漸進主義」→「內地延長主義」。 

 

( )31.日本治台進入以下三階段「甲」「乙」「丙」，主

要分別是經歷什麼戰爭的刺激，請選出最相關的答案？  

 (A)甲午戰爭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刺激→中日八年

抗戰結束的刺激  

 (B)牡丹社事件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刺激→中日八

年抗戰爆發的刺激 

 (C)牡丹社事件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刺激→中日八

年抗戰結束的刺激    

 (D)甲午戰爭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刺激→中日八年

抗戰爆發的刺激。 

 

（ ）32.相關資料，以下三筆 

  ( 資料一 ) 臺灣是日本領土的一部分，不是殖民地。 

  ( 資料二 ) 標榜『日臺合一』 。 

  ( 資料三 ) 受到民族自決思潮的影響，台灣知識份子

發起政治社會運動。 

  根據上述三項資料的判斷，應該是什麼時期的寫照？ 

（B）甲（B）乙（C）丙。 

( )33.哪個時期實施-配給制度? (A)甲 (B)乙 (C)丙 。 

 

( )34.哪個時期鼓勵台灣人民說日語，常說日語者將成為 

國語家庭的模範家庭? (A)甲   (B)乙  (C)丙 。 

 

( )35.哪個時期日本不斷用武裝的方式鎮壓台灣人民，引

發更多台灣人民此起彼落的抗日事件發生?  

  (A)甲   (B)乙  (C)丙 。 

 

( )36.霧社事件是哪個時期發生的? (A)甲 (B)乙 (C)丙 

。 

 

(三) 

「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是魏德聖導演的，這部電

影所描述的是賽德克族原住民努力抗日的故事。 

( )37.為忠於史實，全劇多在下列何處拍攝？ (Ａ)苗栗縣  

(Ｂ)台中縣 (Ｃ)南投縣 (Ｄ)台南縣。 

 

( )38.承上題，上述地理位置在日治時期是屬於哪一個行政

單位？(Ａ)新竹州  (Ｂ)台中州 (Ｃ)台南州        

(Ｄ)高雄州。 

 

( )39.此一抗日事件的發起人是誰？ (Ａ) 余清芳        

(Ｂ)羅福星 (Ｃ)丘逢甲 (Ｄ)莫那魯道。 

 

( )40.此事件最大的影響是：(A)迫使台灣總督府重新檢討

對原住民的統治政策  (B)原住民改採政治社會運動爭

取權利 (C)讓總督府開放台灣進行地方自治選舉 (Ｄ)

導致台灣民主國抗日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