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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是非題(每題 2 分，共 24 分) 

1. (   )清朝時期，臺灣常發生「械鬥事件」，主要起因是人民不滿官吏的剝削與壓迫。       

2. (   )大約在四百年前，顏思齊、鄭芝龍等人，率眾先在臺北、基隆、宜蘭一帶開墾。 

3. (   )清朝時期百姓們努力的開墾，當時臺灣西部沿海、沿河地區出現許多港口城市。 

4. (   )由於清朝官員大力興建水圳，使得開墾的範圍擴大，稻米產量遽增。 

5. (   )在排灣族的社會組織中，「頭目」是部落的領導者。 

6. (   )根據荷西時期歷史研判，西班牙人占領臺灣的時間比荷蘭人長。 

7. (   )荷 西時期，荷蘭人及西班牙人都曾將臺灣的鹿皮轉賣到世界各地。 

8. (   )鄭成功攻打荷蘭人的順序是先進攻普羅民遮城，再包圍熱蘭遮城，迫使荷蘭守軍投降。 

9. (   )整個清朝時期來臺的移民都是單身男性，他們只能互相照顧，共同開發土地，建立聚落。 

10. (   )有關明 鄭時期軍隊開墾，臺南市的柳營、林鳳營、左鎮等地區，都與明 鄭軍隊駐紮有關。 

11. (   )蘭嶼 雅美族人會將來不及吃完的飛魚取出內臟後，綁在屋簷底下晒乾，這個目的是為了延長

保存時間，珍惜食物。 

12. (   )清朝政府畫分漢人與原住民族居住的地區，隨著漢人愈來愈多，界線也不斷的重畫，原住民族

的居住區愈來愈靠近沿海地區。 

二、 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24 分) 

1. (   )為什麼歷史學者將荷 西時期視為臺灣歷史時期的開始？ ○１荷蘭人開始在臺灣發展貿易，有

了經濟活動便象徵進入歷史時期 ○２荷蘭人興建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有了城堡便象徵進入

歷史時期 ○３荷蘭人占領、統治臺灣，被外國勢力殖民便象徵進入歷史時期 ○４荷蘭人創造新

港文，用來傳教與溝通，有了文字便象徵進入歷史時期。 

2. (   )福爾摩沙（Formosa）是臺灣的另一個稱呼，這個名稱的由來和哪一國人有關？ ○１葡萄牙 

○２西班牙 ○３中國 ○４日本。 

3. (   )根據明 鄭時期先後出現過的統治者有哪些？ ○１鄭成功→鄭克塽→鄭經 ○２鄭成功→鄭經→鄭

克塽 ○３鄭成功→陳永華→鄭經 ○４鄭經→陳永華→鄭克塽。 

4. (   )明  鄭時期臺南  孔廟所附設的學校，其課程是傳授哪一家的思想？ ○１道家 ○２墨家 ○３儒家 

○４法家。 

5. (   )下列哪一項不是促使清朝時期私人興建水圳的原因？ ○１出資者可以收取水租 ○２臺灣經常久

旱不雨 ○３水圳興建容易 ○４開墾的農田很需要灌溉水源。 

6. (   )有關於清初臺灣土地開墾的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１墾戶必頇申請許可執照才能開墾 

○２收成後要向政府納稅以取得土地所有權 ○３由於開墾範圍廣大，通常招募許多人共同開墾 

○４開墾的區域從北部向南部延伸擴大。 

7. (   )泰雅族的互助、共享文化表現在許多方面，下列哪一項不是？ ○１共食團體 ○２婚禮的協助 

○３共同教養部落孩子 ○４共同建造房屋。  

8. (   )清朝初期為了控管進出臺灣的人民，清朝政府會發給申請渡臺人民的證件是什麼？ ○１護照 

○２通行證 ○３簽證 ○４驗票單。 

9. (   )「小米」這個農作物是原住民族傳統的主食，但現在也有不少漢人會將「小米粥」做為餐點，

這代表了什麼現象？ ○１不同族群的飲食習慣會相互交流影響 ○２小米是臺灣種植面積最廣大

的作物 ○３漢人居於文化弱勢 ○４原住民族的文化是比較強勢的文化。 

10. (   )我們可以從臺灣的傳統飲食文化，了解先民的哪一項特徵？ ○１環境特色與生活背景 ○２住家

環境與家族組成 ○３經濟條件與社會地位 ○４教育程度與宗教信仰。 

背面還有題目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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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文開書院是哪裡的郊商出資興建的？ ○１蛤仔蘭 ○２鹿港 ○３府城 ○４艋舺。 

12. (   )我們從族譜可以知道自己家族的淵源與家族成員之間的關係，但是傳統漢人的族譜卻很少見到

女性的全名，而僅有姓氏，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１母系社會的特色 ○２男尊女卑的觀念 

○３祖先家訓規定 ○４以上皆是。 

三、 圈選題(請將正確答案圈起來)(每答 2 分，共 12 分) 

1. 荷蘭人於西元 1624 年來到臺灣，最早是在今天的（臺南／基隆／新竹）興建城堡； 

西班牙人於西元 1626 年來到臺灣，最早是在今天的（臺南／基隆／新竹）建立碉堡。 

2.（私塾／書院／儒學）是公家或私人設立的高等學校，師生都要住校； 

（私塾／書院／儒學）是清朝地方政府所設置的官方教育機構，其主要目的是為國家培育為官人才。 

3.（家訓／宗訓／族譜）記錄祖先對於後代子孫的訓勉或指引； 

（家訓／宗訓／族譜）記錄著家族成員的關係，它的編修對漢人家族而言是件大事。 

四、 填充題(每題 2 分，共 16 分)(錯一字扣 1 分) 

1. (            )是帶領人們開發宜蘭地區著名的墾戶。 

2. (            )是械鬥時防禦的據點，也是族群聚落的分界線。 

3. (            )是清朝時期已有的工藝技術，也是傳統的染布方式。 

4. (            )是荷蘭人在十七世紀時，引進臺灣進行耕作的動物。 

5. (            )事件後，清朝政府為了加強防禦，而在今天的高雄市 左營區建築鳳山城。 

6. (            )原是鄭成功的大將，後來投降清朝；並說服康熙皇帝將臺灣納入清朝版圖。 

7. (            )位於臺灣東北角海岸，是由聖地牙哥（San Diego）的西班牙語發音轉化而成的。 

8. (            )是福建人，來臺後在現在的臺中 大里附近從事開墾；同時也是臺灣 天地會的領袖。 

五、 連連看，找出各族群相對應的祭典或文化（請用直尺畫線作答，否則扣分）（每答 2 分，共 12 分) 

    卑 南 族                               「猴祭」，訓練膽識、體能。 

噶瑪蘭族                               以「紋面」做為成年的象徵。 

泰 雅 族                               母系社會，由家中長女繼承大部分的財產。 

布 農 族                               祖靈祭時，以「公媽籃」表現對祖先的尊重。 

阿 美 族                               少年必頇通過長跑、爬竿等成年禮俗的考驗。 

邵    族                               「打耳祭」，祭祀祖靈，傳承打獵的精神與技藝。 

六、 填代號，將代號，填入對應的（ ）中。(每答 1 分，共 12 分)

1. A、保生大帝 B、三山國王 C、開漳聖王     3. A、金廣福 B、 泉郊 C、宗親會 

（ ）(1)漳州人保護神。                         （ ）(1)漢人開墾所成立的組織。 

（ ）(1)泉州人保護神。                         （ ）(2)同姓氏的人所成立的組織。 

（ ）(3)客家人信仰中心。                       （ ）(3)為建立商業規範所成立的組織。 

2.  A、瑠公圳 B、曹公圳 C、八堡圳          4. A、客家族群 B、漳泉族群 C、原住民族群 

              (1)臺北地區（  ）                （ ）(1)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 ）(2)飲食著重鹹、香、肥。 

             (2)彰化地區（  ）                 （ ）(3)飲食著重清淡、酸甜、不膩。 

 

             (3)高雄地區（  ）                        

 (2)彰化地區（  ） 

 (3)高雄地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