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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歷史科試卷          七年級     班座號     姓名           
一、選擇 

1. 日本治臺初期，設立下列哪個機構為統治臺灣的最高機關？ 

(A)臺灣總督府(B)臺灣府(C)臺灣議會(D)臺灣警察局。 

2. 清朝因為在哪個戰役的失敗，進而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A)

牡丹社事件 (B)清法戰爭 (C)甲午戰爭 (D)中日戰爭。 

3. 承上題，此戰爭是由於哪個國家的內亂，而引發中日兩國的

衝突？ (A)越南 (B)緬甸 (C)朝鮮 (D)臺灣。 

4. 老師讓同學討論臺灣民主國建立的情況，下列哪位同學的敘

述，最不符合史實？ (A)幸倚：臺灣民主國以永清為年號 

(B)柏裕：臺灣割予日本後，劉銘傳號召士紳成立臺灣民主

國 (C)智桓：台灣民主國以藍地黃虎旗為國旗 (D)芸芸：

民主國成立不久，總統等人因無力抵抗而返回中國。 

5. 日治初期，總督府建設臺灣的經濟方針為何？  

(A)農業台灣，工業南洋 (B)工業日本，農業臺灣  

(C)農業臺灣，工業中國 (D)農業日本，工業臺灣。 

6. 宇傑在圖書館看到一本描寫日治時期的書，內容敘述如下：

「總督府規定學童每日到校後要向天皇肖像行禮，每天朝會

升日本國旗後必須遙拜日本皇宮，並遙拜神宮，不准學童講

自己的母語，一律要用國(日)語交談。社會上也獎勵『國

語』，還鼓勵將姓名改為日本式的姓名。」請問：這段文字

所敘述的情形最早在台灣何時可見？(A)牡丹社事件後 (B)

甲午戰爭後 (C)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D)中日戰爭爆發後。 

7. 出身臺南的哲瑜是一九二○年代的蔗農，他的生活在日本統

治之後出現相當大的改變。下列關於他的生活敘述何者不可

能出現？ (A)因種甘蔗讓會社收購利潤很高，讓他生活無

虞 (B)若要到高雄拜訪親戚，可以搭乘火車 (C)若要寄信

給遠居臺北的朋友，可以利用郵便局 (D)因政府實施定期

的戶口調查，家中人口被政府確實掌握。 

8. 苡安在爺爺的日記中看到：「我的名字是小林俊彥，明天就

要光榮出征了，媽媽為了我的平安，到神社祈福……。」請

問：爺爺日記裡所描述的是哪一個年代的事情？  

(A)一九○○年代 (B)一九一○年代  

(C)一九二○年代 (D)一九三○年代。 

9. 思樺研究臺灣抗日事件時，發現在 1915年某人深信以宗教

的力量可喚起臺灣人的團結，來對抗日本人殖民統治，因此

以宗教為名義，發起一場抗日事件。請問：此事件發生的地

點位於附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10. 承上題，日治時期曾發生原住民襲擊日本人的事件，引起總

督府大規模的鎮壓，甚至以施放毒氣、飛機轟炸等方式，令

原住民死傷慘重。請問：此事件發生的地點位於附圖中何

處？ (A)甲 (B)乙 (C)丙 (D)丁。 

11. 承叡趁暑假到某縣市旅遊時，參觀了日治時期的第一家現代

化製糖工廠──橋仔頭製糖廠。請問：承叡應是到下列哪個

縣市旅遊？ 

(A)屏東縣 (B)高雄市 (C)臺南市 (D)彰化縣。 

12. 詩茹是一位日治時期的臺灣農民，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她的

謀生方式？ (A)大量種植番薯以外銷日本 (B)在街上叫

賣鴉片 (C)將自己種的稻米高價賣給洋行 (D)將自己種

植的甘蔗賣給製糖會社。 

13. 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的結果，令臺灣人民無法接受。□□□說

道：「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他認為應以臺

灣民主國作為抗日組織吸引國際注意，讓割讓臺灣一事能有

轉機。上述□□□中應填入下列何者？  

(A)劉銘傳 (B)丘逢甲 (C)沈葆楨 (D)李鴻章。 

14. 關於日治時期「保甲制度」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規定十戶為一保，十保為一甲 (B)保甲是日治時期首創的

制度 (C)保甲須輔助軍隊管理行政事務 (D)保正與甲長

類似於今日的鄰里長。 

15. 臺灣割予日本後，日軍在北部登陸。不久，臺灣民主國總統

放棄總統官印，搭船逃離臺灣。後人諷刺這是民主國逃「王」

記。上述這個「王」，指的是下列何人？ (A)丘逢甲 (B)

唐景崧 (C)劉永福 (D)余清芳。 

16. 某一時期，居住在臺南的柏叡被當地官員逮捕，同時連帶處

罰柏叡的左鄰右舍，並科以高額罰款。請問：這種處罰方式

最可能出現在何時的政策？ (A)荷蘭在臺時期的「人頭稅」 

(B)鄭氏在臺時期的「寓兵於農」政策 (C)清帝國統治時期

的「渡臺禁令」 (D)日治時期的「保甲制度」。 

17. 日治初期，為了鎮壓抗日勢力，因而使得財政短絀，於是總

督府採用何種方法補助不足的經費？  

(A)向人民課重稅 (B)仰賴日本國庫補助  

(C)向美國求援   (D)要求中國賠款。  

18. 多年來亞洲各國時常聲援慰安婦議題，希望日本能積極解決

問題。而這個事件的歷史背景，應與下列何者有關？ (A)

甲午戰爭 (B)霧社事件 (C)一次大戰 (D)中日戰爭。 

19. 侑錡查閱一段資料，內容提到：西元 1937年以後，在日本

軍營中的臺灣人前後竟多達二十餘萬人。關於這段敘述，下

列何者是可能的情況？  

(A)這些人是被徵召加入甲午戰爭作戰的 (B)臺灣人是被

日本抓走的俘虜 (C)臺灣人是被日本徵召派往南洋作戰的 

(D)是日本為了平定內亂而調派的。 

20. 「第一憨，種予會社磅」這句話，意謂日治時期臺灣人

種植這項作物時，遭受到日本會社的剝削，而指的是下

列何者？ (A)甘蔗 (B)稻米 (C)茶葉 (D)番薯。 

21. 育萱的爺爺指著一張照片(如附圖)回憶道：「這張老照片，

是你曾祖父和我的合照，當時因為家裡被選上國語家庭，所

以生活環境比一般人家好。」請問：這張照片最可能與下列

何者有關？ (A)皇民化運動 (B)理蕃政策 (C)推動保甲

制度 (D)實行警察制度。 

 
22. 清朝統治後期，在劉銘傳的主持下，臺灣開始推動一些近代

化建設；日治時期，進一步拓展了臺灣的建設規模，為日後

經濟發展奠定基礎。下列何者是這兩個時期共同的建設項

目？ 

(A)改革幣制(B)興築鐵路(C)戶口普查(D)設立新式學堂。 

23. 「儘管日本人已經在北部舉行了始政典禮，他仍然繼續領導

抗日、固守臺南，但無奈兵力和武器均不敵日本，最後只能

黯然離臺。」上文中的「他」指的是何人？  

(A)劉永福 (B)丘逢甲 (C)唐景崧 (D)余清芳。 

24. 西元 1920年以後，臺灣稻米生產量增加的原因有哪些？ (甲)

「農業臺灣」政策的推行 (乙)蓬萊米改良成功 (丙)嘉南大

圳的興建 (丁)中國大陸地區對臺灣稻米的大量需求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丁 

25. 西元 1934年，日本推動臺灣的工業化措施，下列何項建設

的完工使得工業動力大幅增加？ (A)嘉南大圳 (B)烏山

頭水庫 (C)石門水庫 (D)日月潭水力發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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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了推動殖民經濟所做的措

施，不包括下列何者？  

(A)戶口調查，建立完整戶籍制度 (B)調查臺灣土地、山林 

(C)加強海運與通訊    (D)成立中央銀行，發行新貨幣。 

27. 下列何者不是日治時期的建設？(A)獅球嶺隧道 (B)新營

糖廠五分車鐵道 (C)阿里山森林鐵道 (D)平溪線鐵道。 

28. 雨蕎在日治時期到臺灣旅遊，若她想參觀剛完成整建的港

口，人在新竹的她可以搭火車到哪一站，以就近參觀？ 

 (A)基隆 (B)新竹 (C)臺中 (D)高雄。 

29. 總督府為進一步掠奪山區資源，曾以軍警的力量深入山區，

並以鐵絲電網來隔離原住民，此即何種政策的實施？ 

(A)保甲政策 (B)「理蕃」政策 (C)海禁政策 (D)渡臺禁令。 

30. 日本學者對日治時期的樟腦業有如此的敘述：「臺灣的樟腦

產業，是外國資本的堅城；這一商權移屬日本資本家，是出

於政府強權的直接保護。」請問：這段話說明當時樟腦業的

特徵為何？ (A)由臺灣人完全控制樟腦業 (B)樟腦生產

始於日治時期 (C)總督府將樟腦業列入專賣事業當中 (D)

樟腦業可自由買賣，任何人都可以來經營。 

31. 四位同學正在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的交通建設(如附表)，下列

何人的資料不正確？ 

(A)子恩 當時已經建立現代化郵政系統。 

(B)秉倫 打電報到日本也非常方便。 

(C)子洋 修築了現代化的公路與橋梁。 

(D)彥昌 修築安平港作為物產輸出的門戶。 
 

32. 總督府在臺灣稻作改良的措施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施行專賣制度改良耕作技術 (B)努力培植適合臺灣人口味

的稻米 (C)興建桃園等大圳種植在來米 (D)引進新的農

耕技術培育優良稻米品種。 

33. 附圖是日本的政令宣傳明信片，請問這張明信片最早可能在

哪一時期發行？ (A)一八九○年代 (B)一九○○年代 

(C)一九三○年代 (D)一九四○年代。 

 
二、 題組 

(一)日治時期，總督府曾在臺灣印發這樣的傳單：「早日投降

者，不殺；投降者，放下槍枝，舉起雙手，到馬赫坡社投降吧！」 

34. 這是針對哪個事件所發出的傳單？ 

(A)牡丹社事件(B)西來庵事件(C)郭懷一事件(D)霧社事件。 

35. 此事件為日治時期最大規模的原住民反抗事件，並引起國際

的關注。此事件的原住民是指哪個族？  

(A)排灣族 (B)阿美族 (C)賽德克族 (D)布農族。 

36. 承上題，此事件領導人為 

(A)唐景崧 (B)丘逢甲 (C)劉永福 (D)莫那魯道。 

37. 此事件後，使得當時的臺灣總督下臺，下列何種情況為非？ 

(A)重新檢討原住民政策 (B)強調警察應善待原住民  

(C)將原住民集體遷徙到日本進行監視 (D)注意教化山區

的風俗文化。 

 (二)資料一：日治初期，總督府鑑於臺灣情勢不穩，治理不易，

乃決定以過渡性特殊體制統治臺灣。 

資料二：西元 1896年日本國會公布「應於臺灣施行法令相關之

法律」，部分條文：「第一條 臺灣總督在其管轄區域內，得

發布具有法律的效力之命令。……第五條 現行法律或將來應

頒布之法律，如其全部或一部有施行於臺灣之必要者，以敕令

定之。」 

38. 從上述兩則資料判斷，當時日本認為「臺灣情勢不穩，治理

不易」乃受何因素影響所致？ 

(A)臺灣民主國(B)西來庵事件(C)霧社事件(D)中日戰爭。 

39. 資料二，日本國會所制定的這項法令給予下列何者極大的權

力？ 

(A)臺灣警察 (B)臺灣保甲 (C)臺灣總督 (D)臺灣人民。 

40. 承上題，從法令第一條來看，國會給予前者增加哪一項權

力？ (A)行政權 (B)立法權 (C)軍事權 (D)司法權。 

 (三)有一首日本治臺時期的戰歌，歌詞如下：「紅色彩帶，榮

譽軍夫；多麼興奮，日本男兒。獻給天皇，我的生命；為了國

家，不會憐惜。進攻敵陣，搖舉軍旗；搬運彈藥，戰友跟進。

寒天露營，夜已深沉；夢中浮現，可愛寶貝。如要凋謝，必做

櫻花；我的父親，榮譽軍夫。」請依上述歌詞回答下列問題： 

41. 這首歌是因為日本政府要鼓勵臺灣人參加哪一場戰爭而

作？ 

(A)甲午戰爭(B)牡丹社事件(C)中日戰爭(D)霧社事件。 

42. 依上述歌詞的時代背景判斷，當時的臺灣社會應該會出現下

列何種情景？ (A)日軍以毒氣、大炮攻擊霧社地區 (B)總

督府鼓勵臺人參拜神社與改取日本名字 (C)大力實行警察

制度，各地廣設派出所 (D)各地武裝抗日盛行，犠牲慘重。 

(四)八田與一於臺灣南部興建大圳，勞心勞力，過人的意志與

技術令人敬佩。西元 1942年他前往菲律賓途中不幸罹難，總督

府在水庫旁豎立銅像以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水利

協會會員感念八田與一的貢獻，將被破壞的銅像重新豎起，為

此位「生在異鄉，功在臺灣」的日本工程師致上無限的追思與

敬意。請問： 

43. 根據上文所述，八田與一興建的大圳為何？  

(A)桃園大圳 (B)嘉南大圳 (C)猫霧捒圳 (D)曹公圳。 

44. 文中提及「總督府在水庫旁豎立銅像以咨紀念」。請問：欲

前往此銅像處參觀，需要前往臺灣哪一座水庫？ 

(A)日月潭水庫(B)翡翠水庫(C)烏山頭水庫(D)石門水庫。 

(五)日本自明治維新成功後，開始不斷向外擴張，之後更高喊

「大東亞共榮圈」，企圖將整個東亞納入日本勢力。其中，日

本把臺灣作為重要跳板，欲將勢力擴達太平洋與印度洋一帶。

請回答下列問題： 

45. 日本對臺灣頗具有野心，最早從歷史上哪個侵略事件的爆發

即可看出？ (A)牡丹社事件 (B)西來庵事件 (C)霧社事

件 (D)台灣民主國事件。 

46. 自日本將戰爭矛頭指向南洋之後，在臺灣發展的策略有何轉

變？ (A)農業為主，商業為輔 (B)輕工業為主，商業為輔 

(C)商業為主，軍需工業為輔 (D)軍需工業為主，輕工業為

輔。 

(六)下列是賴和的小說一桿「稱仔」的某段內容，請閱讀後回

答問題。 

……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犯罪的

事件，發見的愈多，他們的高升就快。所以無中生有的事故，

含冤莫訴的人們，向來是不勝枚舉。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

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

一動， 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 

47. 當時的巡警權力非常大，民眾對他們十分懼怕，因此又如何

稱呼巡警？  (A)先生  (B)大爺  (C)長官  (D)大人  

48. 當時的巡警工作內容十分繁雜，他們之所以能有效執行工

作，有賴於什麼制度的配合？ 

(A)保甲制度  (B)守望相助  (C)鄰里制度  (D)總督專制 

49. 由賴和的作品中可看出，下列何者屬於警察的工作內容？  

(A)從事道路修建工程  (B)協助打掃環境清潔   

(C)取締交通違規事項  (D)提供各式經濟援助 

50. 當時的巡警常會藉助某團體來防範匪徒與救災，其團員多由

地方上身強體健、品行端正的青壯年男子組成，皆為義務

職，沒有報酬。上述應是指此時期的什麼團體？   
(A)義勇隊  (B)壯丁團  (C)鄉勇團  (D)巡衛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