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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化市中山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上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社會科試卷 

                                六年  班   號 姓名：            

一、是非題(每題 2分，共 32分) 

01.(  )政府組成的目的，在維護國家安全、維持社

會秩序和保障人民權利。 

02.(  )林獻堂領導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迫使總

督府在日治後期，開放部分地方民意代表名額，由臺灣

人民選舉擔任。 

03.(  )民國五、六十年代，政府為了鼓勵國內外的

廠商投資生產，拓展外銷市場而設立加工出口區。 

04.(  )杜聰明醫師之所以能在醫學上取得卓越的成

就，要感謝日治時代日本人平等對待臺 日籍學生，

提供臺灣學生各種升學、留學機會。 

05.(  )為確保政府認真盡責為民服務，我國除了有

立法院能代人民監督政府外，還設有監察院來糾正

行政機關不當的施政，彈劾違法失職的公務人員。 

06.(  )日治時代總督府引進星期制、設國定假日，

為鼓勵民眾進行休閒活動興建公園、海水浴場。 

07.(  )目前臺灣製造的電子零件和產品、自行車等，

已在全球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08.(  )我國中央政府由總統及立法、司法、監察、

考試等四院組成，負責處理全國性的公共事務。 

09.(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中華

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澎湖。臺灣民眾歡欣鼓舞，對

新政府充滿期待。 

10.(  )民國 40年代，政府開始發展紡織、五金、塑

膠等民生工業，以滿足國內市場，減少向外國採購。 

11.(  )戰後初期，美國提供臺灣巨額貸款和大批物

資，有效解決了當時人民貧窮、物資缺乏的困境。 

12.(  )民國 68年，美麗島雜誌社試圖突破政府對人

民出版自由的限制，書寫檢討政府施政問題的文章，

因而爆發美麗島事件，此事對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

有很大的影響。 

13.(  ) 228事件爆發前，臺灣人民早已因為經濟蕭

條、生活困苦，加之治安不良、官員貪汙，及語言

與文化的差異，對政府有諸多不滿。 

14.(  )日治時代，西方的繪畫、雕塑和音樂透過學

校教育和展演活動逐漸傳入臺灣，因而培育出不少

藝術人才。 

15.(  )目前臺灣產業發展朝向建立自我品牌、技術

再突破的目標前進，以期能在未來開創嶄新的局面。 

16.(  )臺灣從戰後到現在，產業發展的歷程為： 

  農業→工業→高科技產業。 

二、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01.(  )十大建設中除了交通建設之外，還有哪些重

要的重工業建設？ 

甲.臺灣水泥廠、乙.臺灣電力公司、丙.中國造船廠、

丁.中國鋼鐵公司、戊.石油化學工業、己.天然氣工業 

①甲乙丙 ②乙丙丁 ③丙丁戊 ④丁戊己 

02.(  )承上題，十大建設中的這些重工業建設都集

中於同一個縣市，這裡還有著日治時代的哪項重要農業

建設？①日月潭水庫 ②橋仔頭糖廠  

      ③烏山頭水庫 ④甘蔗試作所 

03.(  )謝東閔先生為因應加工出口區人手不足，來

不及供應國外廠商下訂的訂單，提出了何種政策？ 

①引進大量外國籍移工 ②提出客廳即工場口號 

③提高勞基法基本工時 ④創新三班制工作模式 

04.(  )十大建設中鐵路電氣化的路段是那一段？ 

①基隆通往高雄的 ②蘇澳通往花蓮的 

③屏東通往高雄的 ④臺中通往花蓮的西部縱貫鐵路。 

05.(  )228事件是因緝查哪項專賣品而爆發？ 

①樟腦 ②香菸 ③洋酒 ④鴉片。 

06.(  )承上題，請問：臺灣自何時開始出現專賣局？ 

①荷 西 ②鄭氏 ③清領 ④日治 時代。 

07.(  )阿里山知名景點森林小火車是因為日本人想

開發臺灣高山地區的何種珍貴資源而建設？ 

①金礦 ②海鹽 ③林木 ④樟腦。 

08.(  )民國四十年代，政府為增加國家收入鼓勵農

民種植哪樣高經濟作物，當時獨占日本市場，因此

臺灣有「★★王國」之稱？ 

  ①蔗糖 ②香蕉 ③小米 ④榴槤。 

09.(  )日治時代總督府在臺灣進行各種現代化建設

的目的為？ 

①幫助臺灣貧困的人民 ②從臺灣獲取更多利益 

③促進國際人權的平等 ④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 

10.(  )中華民國第一位人民直選的總統李登輝先生

曾用名岩里政男，此事應與下列哪項政策有關？ 

①工業化 ②皇民化 ③請願 ④農民 運動。 

11.(  )承上題，除了改為日本姓名外，此政策還鼓

勵臺灣人民做些什麼事以得到更好的待遇？ 

甲.說日語、乙.成為軍伕、丙.參拜神社、 

丁.穿和服、戊.學習書法、己.遷居日本。 

①甲乙丙 ②乙丙戊 ③甲丙丁 ④丙戊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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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戰後初期，政府實施一系列「土地改革」政

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①提高農業產量 ②打壓地主階級 

③推廣國營事業 ④發展民生工業。 

13.(  )下列何者為各縣市舉辦 228紀念活動最主要

的目的?  

①促進族群和諧，撫平歷史的傷痕。 

②設法掩飾過去政府的所作所為。 

③紀念當時民眾黨政府達成的成就。 

④希望能夠讓人民淡忘這段歷史。 

14.(  )祥豪想要成為藥劑師，繼承家裡的藥局，如

果他想要合法的執業，應該先參加下列哪個機關舉辦的

國家考試? ①司法院 ②考試院 ③監察院 ④立法院。 

15.(  )下列哪種行為在戒嚴時期不會被禁止？ 

①針對政府不當施政，成立政黨進行監督推動理想。 

②因應電費調漲，在總統府前組織群眾遊行、抗議。 

③成立新電視臺，開發新型態節目讓觀眾耳目一新。 

④參選地方行政首長、民意代表，如：中山里里長。 

16.(  )景謙正在觀看一齣抗日劇，當中出現孫中山

先生帶領有志之士成功推翻清廷，此事鼓舞了主角來到

臺灣 苗栗從事抗日活動驅逐日本人，請問這位主角應

是何人？ 

①蔣渭水 ②吳濁流 ③羅福星 ④余清芳。 

17.(  )右圖應為總督府在臺

灣推動的何種改革？  

①男子剪去髮辮、婦女不再纏足 

②土地租稅改革、無主地國有化 

③發行貨幣、建立商品買賣秩序 

④臺灣農業現代化、產業工業化 

18.(  )為何戰後初期會出現下圖民眾扛著大袋的鈔

票購買民生用品的情況？ 

①臺灣受二戰期間消耗與破壞，戰後又須支援政府對中

國共產黨的作戰。 

②韓戰爆發導致亞洲各地各種自然資源與民生物資短

缺，物價不斷上漲。 

③因全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失去控

制，造成經濟危機。 

④因全球電子金融系統遭到駭客入侵，人們對在銀行存

款一事喪失信心。 

19.(  )承上題，為解決相關問題，政府在民國三十

八年起施行了哪些政策重整經濟，安定社會人心？ 

甲.搭棚廣施粥、乙.開放公有耕地給承租農民購買、 

丙.耕者有其田、丁.減少佃農向地主繳納的租金、 

戊.發行新臺幣以穩定物價、己.成立民生物品國家隊。 

①甲乙丙丁 ②乙丙丁戊 ③丙丁戊己 ④甲丙丁戊。 

20.(  )隨著民主觀念逐漸成熟，在各界的期待和壓

力下，政府終於在何時由何人宣布解除戒嚴？ 

①民國 34年，蔣渭水 ②民國 68年，蔣中正 

③民國 76年，蔣經國 ④民國 85年，蔣勻田。 

三、閱讀題組(每題 1分，共 20分) 

(一)臺灣民主國 

  當消息傳來後，臺灣士紳和清廷官員在丘逢甲的提

議下成立臺灣民主國。由時任臺灣巡撫的唐景崧擔任總

統，劉永福擔任大將軍，而丘逢甲則成為副總統兼義勇

軍統領。然而在 1895年 5月 29日，日軍登陸臺灣數日

後，唐景崧便倉卒潛逃，丘逢甲也在留下：「宰相有權能

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著名詩句後，匆匆內渡。 

  6月 19日，日軍主力近衛師團向桃園和新竹推進，

遭到北部客家將領吳湯興、徐驤和姜紹祖等人的強烈抵

抗。8月 9日，近衛師團以優勢兵力和艦砲支援，發動了

對新竹和苗栗間的尖筆山的總攻擊，導致姜紹祖戰死，

並占領了苗栗縣城。 

  8月中，吳湯興、徐驤和清軍統領吳彭年等人集結在

八卦山，鎮守彰化縣城。然而 8月 29日，日軍渡過大肚

溪，對八卦山發動了乙未戰役中規模最大的會戰。最終

日軍攻佔彰化，吳彭年、吳湯興、徐驤等人都在此役中

陣亡。 

01.(  )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中提到代表清廷割地給日本的「宰相」應是何人？ 

①吳湯興 ②李鴻章 ③莫那魯道 ④伊藤博文。 

02.(  )清廷割地給日本的原因是什麼？ 

①中 法戰爭 ②甲午戰爭 ③中 日戰爭 ④鴉片戰爭戰敗。 

03.(  )臺灣民主國參考滿清大龍旗製作的國旗為？ 

①藍地黃虎旗 ②綠地白羊旗  

③青天白日旗 ④白地赤丸旗。 

04.(  )乙未戰役中規模最大的會戰發生在何處？ 

①尖筆山 ②鐵砧山 ③乾坤山 ④八卦山。 

05.(  )在乙未戰役中強烈抵抗日本軍隊，現被稱作

「客家三傑」的客家籍將領為？ 

①吳彭年、吳湯興、徐驤 ②劉永福、丘逢甲、吳彭年。 

③吳湯興、姜紹祖、徐驤 ④丘逢甲、吳湯興、姜紹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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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拍拚」一詞的由來 

  在日治時代，日本政府曾派遣一位優秀的民政長官

來治理臺灣。此人名為後藤新平，他主張以科學方法治

理臺灣。大規模進行各種調查，例如：臺人舊慣調查。

因此發現臺灣早在清代就已有自治制度，臺灣總督府參

考、修改並沿用了此制度，結合壯丁團有效的控制和對

付抗日活動。 

  後藤對臺灣的建設始於醫療和衛生。後藤本是醫師

出身，1895年，他擔任總督府衛生顧問時，臺灣仍是

「惡疫之地」。於是他著手建設自來水、下水道工程，

提供乾淨的用水，改善環境衛生，建立醫療服務和衛生

觀念，讓臺灣居民死亡率顯著下降。 

  後藤新平還讓一群權力很大的「大人」們，深入臺

灣民眾生活中。除了維持治安外，他們還掌控著人民生

活中的大小事務。例如：每週「大人」們會挨家挨戶做

清潔檢查，沒通過檢查的人家，門口會被貼上桃紅色的

條子，讓這家人感到很沒面子。因此，當時的臺灣民眾

每週都會認真「拍棉被、摒厝內」（閩南語），這就是「拍

拚」一詞最早的由來。 

01.(  )臺灣總督府參考、修改並沿用以控制抗日活

動的制度應為？ 

①保甲制度 ②選舉制度 ③星期制度 ④時間制度。 

02.(  )這群與臺灣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大人們的身

分為？①警察 ②知縣 ③鄉長 ④法官。 

03.(  )後藤新平在臺灣的治理中主要採用哪種方法？

①軍事統治 ②科學方法 ③政教合一 ④懷柔政策。 

04.(  )後藤新平成功的改善了臺灣的什麼問題？ 

①經濟不景氣 ②犯罪率上升  

③環境衛生差 ④政局不穩定。 

(三)曾文溪是一條「青暝蛇」 

  文獻紀錄曾文溪曾在 1823、1871、1904及 1911

年發生過 4次大改道。因曾文溪多次氾濫改道，使當地

居民深受水患之苦，先民將曾文溪戲稱為「青暝蛇」。 

  日治時期政府對曾文溪進行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措

施。當時治臺經濟策略以「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為主

軸，但嘉南平原受氣候、水文條件影響，多為「看天田」。

因此總督府在此規畫建設當時臺灣及亞洲最受注目的

水利設施，工程主要在官田溪上游築壩設置水庫，並開

鑿水路溝通河流系統。 

  設施的設計者，針對當時曾文溪的水環境無法讓全

灌區都能供水無虞，透過兩個手段來最大化灌溉效益： 

1.在耕作方式上實行「三年輪作制」，即分區以三年一

次輪灌種植水稻，三年中的其他時期則間種旱季作物，

如此平均分配水資源。 

2.在水資源取得方面則興建了暗渠使三處水源地互相

連接，假使一處發生水資源不足而另一處有餘裕時，可

互相補給水源。 

  曾文溪從 1931年開始進行治水工事，1938年完工

後設立曾文溪整治紀念碑，以紀念治水過程篳路藍縷，

此後曾文溪不再改道。 

01.(  )這個灌溉嘉南平原的重要水利設施水源除曾

文溪外還來自？ 
①阿公店水庫、淡水河 ②烏山頭水庫、濁水溪 

③日月潭水庫、急水溪 ④仁義潭水庫、鹽水溪。 

02.(  )曾文溪為何被稱為青暝蛇？  
①因為它是臺灣最長流速最快的河流。 

②因為有大量蛇類棲息在曾文溪附近。 

③因為它曾多次氾濫、改道，讓居民深受水患之苦。 
④因為它一到晚上就會發出像蛇一樣嘶嘶的水流聲。 

03.(  )水利工程的設計者採用了哪兩種方法來最大

化灌溉效益？  
①定期清理河床雜物深化河道 

②實行三年輪作制並興建暗渠 

③蓄集雨水並使用自動灑水器 
④採乾法植稻並增加稻田面積。 

04.(  )這個當時臺灣及亞洲最受注目的水利設施的

設計者為何人？ 
①後藤新平 ②八田與一 ③乃木希典 ④伊藤博文。 

(四)「再見」中興莊 

  彰化 中興莊坐落於八卦山麓下與中山國小為鄰，
是彰化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眷村。民國 39年在現址興

建房屋、宿舍供國軍眷屬生活，初期約有 110戶，第一

代住戶均為山東 青島保安旅高芳先將軍的子弟兵及其
眷屬。但隨時代變遷軍眷遷移，中興莊一度荒廢。 

  彰化縣政府自 98年開始調研中興莊歷史軌跡，並

於 99年將其登錄為彰化縣歷史建築，110年修正登錄
為聚落建築群。目前中興莊也是國防部選定全國 13處

眷村文化保存區之一。 

  有別於國內其他陸海空軍眷混居眷村，中興莊僅居
住單一部隊，且以大刀抗日聞名，極具歷史文化意義。

原名「中興新村」，後因南投 中興新村成立並成為省政

府所在地，遂改名「中興莊」沿用至今。 
  中興莊全區占地約 4000多坪，共計 66棟建築，目

前已完成第一期的廣場及 5棟眷舍修復工程，其中 1

棟規劃為故事館，帶領民眾一窺昔日大刀隊、青島國術

館神秘面紗，認識中興莊眷村子弟習武文化，感受眷村

特有風貌。 

  除故事館外，同期修復的 4棟眷舍也劃分為 6個空
間，以公益換租模式，提供青年品牌進駐。縣府期待老

屋活化後，可以成為全縣繼和興、南郭、北斗青創基地、

卦山村美學生活聚落之後，第 5個青年創業基地。 

01.(  )臺灣出現如中興莊這類眷村的原因是？ 

①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作戰失利，部隊遷居來臺 

②臺灣人民不滿日本殖民統治游擊抵抗日人的據點 
③戰後臺灣百業待興，政府派遣軍隊來臺進行建設 

④因應韓戰爆發美國在臺灣建立與共產黨作戰據點。 

02.(  )中興莊部隊因什麼特殊事蹟而聞名？ 
①大刀抗日 ②開發農田 ③藝術表演 ④高山訓練。 

03.(  )縣政府對中興莊未來的規劃為？ 

①眷村文物館 ②複合式咖啡廳 
③眷村大刀隊 ④青年創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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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 巴衝突的起源 

  巴勒斯坦地區在歷史上曾屬於不同帝國和政權。在

古代，這個地區曾是迦南地(舊約聖經中上帝予以猶太

人的應許之地)，並曾被多個帝國統治，包括埃及、亞

述、巴比倫、波斯、希臘和羅馬。在西元 7世紀，伊斯

蘭帝國征服了巴勒斯坦地區，使伊斯蘭教成為主要宗

教。 

  隨著時間的推移，巴勒斯坦地區又被鄂圖曼帝國統

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法國協助阿拉伯

人起義後，鄂圖曼帝國解體。根據 1916年的賽克斯-

皮科協定，這個地區被劃分為巴勒斯坦和約旦，並由英

國託管。 

  後來，聯合國於 1947年通過了一項決議，建議將

巴勒斯坦分為猶太國家和阿拉伯國家，並將耶路撒冷置

於聯合國管理之下，以期避免衝突。但阿拉伯國家聯盟

認為聯合國無權插手當地事務不予接受，並下令對當地

的猶太平民展開為期三天的暴力襲擊，這些攻擊行為很

快便蔓延為大規模的衝突，繼而引發了 1948年的以色

列獨立戰爭。 

  1948年，以色列宣布獨立，並在隨後的阿拉伯 以

色列戰爭中擴大了領土。這一過程導致了巴勒斯坦的分

裂，並開始了現代以 巴衝突的根源。 

01.(  )文中的巴勒斯坦地區應是位於下列何處？ 

①東歐 ②西亞 ③北美 ④南非 地區。 

02.(  )以 巴衝突持續發酵後續在 1973-1974年間導

致國際爆發哪個影響當時世界經濟的事件？ 

①能源危機 ②美 蘇冷戰 ③英國脫歐 ④俄 烏戰爭。 

03.(  )承上題，臺灣政府為了應對當時全球經濟不

景氣造成的國內失業問題，提出了哪項政策？ 

①進口替代 ②出口擴張 ③十大建設 ④經濟轉型。 

0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巴勒斯坦地區由哪個國

家統治？ 

①鄂圖曼帝國 ②馬其頓帝國 

③東羅馬帝國 ④法蘭西帝國。 

四、配合題(每題 1分，共 8分) 

請將下列政府組織職權、名稱代號依地方行政機關 、

地方立法機關分類填入表格中。 

地方行政機關 地方立法機關 

  

○1 彰化縣議會       ○2 因應疫情噴灑消毒劑 

○3 制定地方法規     ○4 審查地方政府施政預算 

○5 反映地方民意     ○6 執行上級政府委託事項 

○7 彰化市公所       ○8 規劃天橋、修改人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