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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西部平原地區早期有許多平埔族人居住，當時臺南

地區的平埔族是下列何者？  

(A)凱達格蘭族 (B)邵族  

(C)西拉雅族   (D)噶瑪蘭族。 

2. 小茹正在看一篇文章，但標題字有點模糊不清，只看到

〈從「麻豆社」到「大肚王」：試論原住民族與荷鄭時

期統治者的□□〉。請問：□□應填入什麼內容最為合

適？  

(A)合作 (B)對抗 (C)結盟 (D)經濟。 

3. 荷蘭人統治原住民的方式，除了一開始以武力征服，後

來大致以何種方式掌控原住民？  

(A)以原住民統治原住民     (B)以漢人統治原住民  

(C)以荷蘭傳教士統治原住民 (D)以武力驅離原住民。 

4. 根據西元 2020年的新聞報導，在基隆和平島的考古遺

址，除了挖掘出教堂的後殿牆基，也發現有歐洲人的墓

葬和原住民小孩甕棺。關於這個考古遺址的敘述，以下

何者正確？  

(A)這個遺址位於大肚王的勢力範圍  

(B)墓葬中的原住民小孩應來自新港社  

(C)墓葬中的歐洲人可能為西班牙人  

(D)此教堂最早由荷蘭人所設立。 

5. 西元 1664年，鄭經派將領劉國軒前往半線屯田，威脅

到臺灣中部原住民的勢力範圍，雙方因此發生衝突。關

於此衝突事件的名稱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A)圍攻熱蘭遮城 (B)大肚王國戰役  

(C)郭懷一事件   (D)麻豆社戰役。 

6. 荷蘭在臺時期因為壓迫漢人，而引發郭懷一的抗荷事

件，當時荷蘭人死傷不到十人，卻殘殺了漢人數千，以

收鎮壓和警惕之效。請問：關於荷蘭在臺時期對臺灣的

統治情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荷蘭人強制原住民必須信仰天主教  

(B)荷蘭人以原住民各社甲長進行統治  

(C)荷蘭人對漢人的管制非常嚴苛  

(D)荷蘭人不准漢人來臺開墾。 

7. 荷蘭人在統治臺灣原住民時，會以「地方會議」 

(Landdag)的方式進行管理。關於此種荷蘭人和原住民

的互動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方法為直接統治  

(B)部落長老與荷蘭官員地位平等  

(C)部落長老實際上並無管理部落的權利  

(D)在會議中，部落長老會被授予象徵權威的權杖。 

8. 荷蘭人、西班牙人先後占領臺灣南部與北部，並積極進

行貿易及傳教事務。荷蘭與西班牙在臺灣傳布的各為何

種宗教派別？  

(A)基督教、天主教 (B)伊斯蘭教、天主教  

(C)天主教、基督教 (D)基督教、伊斯蘭教。 

9. 荷蘭治臺時期，因為當時原住民沒有文字，所以荷人利

用羅馬字母拼寫原住民語言。請問：此舉最重要的目的

為何？  

(A)為了貿易往來的需要 (B)為了方便傳布基督教 

(C)為了發揚原住民文化 (D)為了讓原住民學習荷蘭

文化。 

10. 資料一：屬於凱達格蘭族的一支 

資料二：擅長操舟航行，學習不同語言，以從事交易 

資料三：曾在台灣北部協助西班牙人尋找黃金？ 

請問：以上資料所指何人？  

(A)新港人 (B)麻豆人  

(C)郭懷一 (D)馬賽人。 

 

11. 市政府舉辦臺灣古籍展，其中有 109件的「番仔契」，

內容包含有新港社(新港文書)的 87件，包括 21件的漢

番對照，以及卓猴社的 3件(卓猴文書)；麻豆社 16件(麻

豆文書)及大武壠社 1件（大武壠文書)；下淡水社 1件

(下淡水文書)及茄藤社 1件(茄藤文書)。關於這個展覽

的解讀，下列何人說法正確？  

(A)薇娟：此為南部平埔族的土地租借或買賣契約  

(B)小傑：這種文字是西拉雅族創立的  

(C)芝芝：呈現西班牙傳教士來臺灣傳教的具體成效  

(D)婷婷：這是出現在十六世紀新港社與漢人之間的土

地契約。 

12. 早期臺灣原住民的主要經濟活動是農耕、打獵及捕魚。

農耕方面，大多採游耕方式，此類型農業具有下列哪種

特色？  

(A)以動物糞便來施肥  (B)引用河水大面積灌溉  

(C)使用家畜進行整地  (D)以焚林方式維持地力。 

13. 「鄭氏政權治理臺灣時提倡文教，推廣儒家教育和漢文

化的典章制度。同時對原住民採取開明懷柔的統治政

策，不吝於部落設立學校，讓原住民子弟有幸獲得就學

機會。」依上文所述，請問下列哪個選項正確？  

(A)這段文字以原住民的觀點敘述  

(B)部落的學校可能會教導四書五經  

(C)這是臺灣原住民首次有機會接受教育  

(D)在部落就學能直接獲得官職。 

14. 請分析臺灣野生梅花鹿數量急速銳減的原因，與下列何

者最有關係？  

(A)鹿皮是臺灣重要的出口商品，梅花鹿遭受大量獵殺  

(B)鹿群棲息地因漢人移民的開發，而失去生活空間  

(C)鹿肉是原住民主要的食物來源之一，梅花鹿遭到大

量捕獵  

(D)梅花鹿的天敵，狼與豹數量大增。 

15. 荷蘭人在臺灣有效統治原住民，但是在經濟上卻透過漢

人承攬原住民族的貿易。請問：當時漢人需要的物產，

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布匹 (B)鐵器 (C)蔗糖 (D)鹿皮。 

16. 在臺灣的棄留問題爭議上，施琅的主張較傾向於何者？ 

(A)保留 (B)放棄 (C)賤賣 (D)孤立。 

17. 清朝曾發布「渡臺禁令」，嚴格限制漢人來臺的條件，

規定單身男子必須領有證照才能來臺。請問：當時臺灣

正處於什麼樣的情況下，才促使清廷頒布這樣的禁令？ 

(A)鄭經正積極建設臺灣，清朝欲斷鄭氏的貿易管道 

(B)臺灣原住民反抗漢人的統治  

(C)清朝剛打敗鄭氏，為防止臺灣反清勢力興起  

(D)為禁止漢人前往荷蘭人統治下的臺灣。 

18. 清政府領有臺灣後不久，即頒布「渡臺禁令」。請問：

下列有關「渡臺禁令」的敘述，何者符合史實？  

(A)除配偶外，規定禁止攜帶男眷  

(B)禁令執行時寬時嚴，移民偷渡情形仍然普遍  

(C)渡臺證照手續相當複雜，但不難申請  

(D)規定女子須申請渡臺證照，才允許到臺灣居住。 

19. 清帝國時期，臺灣社會移民衝突事件頻仍，原因在於羅

漢腳過多，他們無家室、無恆產、無固定工作，隻身一

人在臺謀生，於夾縫中求生存。請問：造成這種社會現

象的原因為何？  

(A)清廷積極治臺 (B)實施渡臺禁令  

(C)劃界封山政策 (D)閉關自守原則。 

 

 

 



20. 臺灣俗語說「有唐山公，無唐山媽」，說明了清代臺灣

單身男子結婚不容易，這種社會現象的形成與下列何者

關係最為密切？  

(A)清廷吏治不良 (B)族群複雜  

(C)男女比例失衡 (D)漢原衝突。 

21. 清代初期，漢人男女比例嚴重失衡，而下列哪個臺灣諺

語的出現與這種情況有關？  

(A)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  

(B)過番剩一半，過台灣無底看  

(C)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  

(D)一個某，卡贏三個天公祖。 

22. 對於清政府平定臺灣後引發的臺灣棄留爭議，康熙皇帝

最後的決定為何？  

(A)保留臺灣，但不設官治理，繼續視其為化外之地  

(B)保留臺灣，立即建省，以便積極治理  

(C)保留臺灣，只為防臺而治臺，避免再成為反清基地  

(D)放棄臺灣，因為將臺灣納入版圖會財政負擔沉重。 

23. 清朝統治臺灣初期，採取「為防臺而治臺」政策，政策

之一包括「番界」的設立。請問：番界設立的目的主要

為何？  

(A)避免漢人與原住民的衝突  

(B)保護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C)加強漢人與原住民的合作  

(D)教導原住民拓墾的技能。 

24. 歷史老師上課時，在黑板上畫出臺灣地圖並標上土牛紅

線，說明這條線於清代稱為「土牛線」、「土牛溝」，

而土牛溝也俗稱臺灣的「萬里長城」。請問：今天歷史

老師上課的主題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漢原隔離政策 (B)水利灌溉建設  

(C)寓兵於農政策 (D)軍事海防政策。 

25. 「清廷平亂後，打算加強對臺灣的統治及防務，臺灣鎮

總兵幕僚藍鼎元遂建議在諸羅縣北半線地方另設一

縣。於是在雍正元年(西元 1723年)，在原諸羅縣境，

劃虎尾溪以北，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廳。」根據上文所述，

此一亂事應是下列何者？  

(A)鄭氏反清政權 (B)朱一貴事件  

(C)林爽文事件   (D)戴潮春事件。 

26. 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設置臺灣府以為管理。請

問：當時臺灣府是隸屬於哪一行政單位管轄？  

(A)臺灣省 (B)福建省 (C)廣東省 (D)直隸省。 

27. 埔心鄉有一忠義廟，這是清乾隆年間台灣民變，埔心鄉

的居民對抗民變而戰死之人，清政府建廟祭祀而成。此

事變是清領時期影響範圍最大的一次，清政府動員眾多

部隊來台才得以平定。請問：此事件是指何？ 

(A)朱一貴事件  (B)林爽文事件   

(C)戴潮春事件  (D)牡丹社事件。 

28. 清帝國統治臺灣兩百餘年，其治臺政策轉向積極的關鍵

因素為何？  

(A)認為臺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  

(B)防止臺灣兩度成為動亂之源  

(C)避免漢人與原住民發生衝突  

(D)外力侵入，欲強化海防。 

29. 英法聯軍後，臺灣正式對外開了四個港口，其中並未包

括哪一座？  

(A)雞籠 (B)打狗 (C)鹿港 (D)安平。 

30. 沈葆楨曾經大膽建言，朝廷無須將鄭氏政權以叛賊視

之，而應肯定其對臺的建設成果。請問：沈葆楨是在哪

一個事件之後來臺展開防務工作，而對南臺灣有了進一

步的了解？  

(A)郭懷一事件 (B)牡丹社事件  

(C)朱一貴事件 (D)林爽文事件。 

31. 清廷在牡丹社事件的交涉條約中，承認日本出兵是「保

民義舉」，日本藉此積極展開對哪個地方的掌控？  

(A)臺灣 (B)越南 (C)琉球 (D)朝鮮。 

32. 現在屏東海生館附近有一座「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人

墓」的墓碑遺跡，這是日治時期日人為罹難琉球人所設

立的墓碑，這代表何種歷史意義？  

(A)確認琉球人是日本臣民  

(B)紀念臺灣開港通商後的日本貿易商人  

(C)日人在臺開山撫番的紀念碑  

(D)中國對琉球藩民的支持。 

33. 光緒皇帝在位期間，中國曾為了某個屬國而與法國開

戰，基隆、澎湖等地區受到戰火的波及，臺灣也遭到法

軍封鎖一段時間，直到雙方達成和解為止。前述「屬國」

為何？  

(A)朝鮮 (B)琉球 (C)緬甸 (D)越南。 

34. 在一篇題為〈回顧臺灣近二百年的歷史〉的報紙文章中

提到：「他是首任的臺灣省巡撫，在他任內，積極推動

各項現代化的建設，贏得臺灣現代化之父的讚譽」。請

問：上述「他」指的是下列何人？  

(A)沈葆楨 (B)顏思齊 (C)劉銘傳 (D)郭懷一。 

35. 晚清時期，清廷決定將臺灣建省，是因為下列何者的刺

激？  

(A)英法聯軍 (B)鴉片戰爭  

(C)清法戰爭 (D)牡丹社事件。 

36. 晚清時期，清帝國官員相繼來臺推動現代化建設，對臺

灣有何影響？  

(A)臺灣成為中國反清復明的基地  

(B)臺灣成為自強運動時期中國相當進步的省分  

(C)臺灣不受自強運動的影響  

(D)開放臺灣成為國際貿易轉運站的角色。 

37. 「億載金城」俗稱大炮臺，位於臺南市安平區的南端，

為國家一級古蹟，雖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今日看來

仍覺雄偉壯觀。請問：此古蹟與何人在臺灣的建設有

關？  

(A)鄭成功 (B)劉銘傳 (C)馬雅各 (D)沈葆楨。 

38. 位於臺北、基隆之間的「獅球嶺隧道」是臺灣最早的鐵

路隧道，隧道口有當時主持鐵路興建的官員所題之「曠

宇天開」四字。請問：題字者應是何人？  

(A)施琅 (B)劉銘傳 (C)顏思齊 (D)沈葆楨。 

39. 小菲：「放寬漢人出入番界的限制。」嘉美：「取消禁

止漢原通婚等規定。」雅真：「開築北、中、南地區聯

絡東部的道路。」根據以上三位同學陳述的內容，他們

應是在討論下列哪一政策？  

(A)渡臺禁令 (B)劃界封山  

(C)開山撫番 (D)海禁政策。 

40. 清領後期，積極治台，台灣進步頗大，但下列何者並非

在此時期完成？  

(A)開三路通往後山的道路  

(B)引進輪船航行於台灣與大陸、東南亞之間  

(C)完成台灣縱貫鐵路修築  

(D)設罝電燈、西學堂、電報學堂、郵政總局。 

 

 

 

 

 

 

 

 

             祝各位同學考試順利…… 



110-1-2一年級歷史科答案： 

 

01.CBACB/CDABD 

11.ADBAD/ACBBC 

21.DCAAB/BBDCB 

31.CADCC/BDB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