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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L.3~L.4＞ 

【劃卡代號：51】               班級：     座號：     姓名：      

※答案卡限用 2B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一、 單選題（1-20題，每題 3分，共 60分） 

1. 鄭氏在臺期間，對於原住民採取鎮壓與安撫兼施的政

策。他們如何治理願意歸順的原住民？  

(A)提供入學機會       (B)禁止原漢通婚 

(C)集體遷往平地       (D)禁止漁獵活動 

    

2. 《熱蘭遮城日誌》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派駐臺灣長官

所寫的日記，目前留存在荷蘭國家檔案館，是十七世紀

臺灣史的珍貴史料之一。請問：熱蘭遮城日誌中會記載

下列哪一事件？  

(A)鄭成功歸降清朝政府      

(B)日本要求高山國進貢 

(C)荷蘭在臺的傳教與貿易    

(D)馬尼拉的社會經濟現況 

 

3. 盛盛閱讀某一本人物傳記，其中寫道：「就算人口增長、

耕地面積擴大，行政設置不敷需求，但自嘉慶之後，清

廷並未再增設新的行政機構，於是他向朝廷奏請增設縣

治，在外敵登陸地點設恆春縣；又為了顧及北部發展，

要求設置臺北府，成為臺灣的另一個政治中心，清廷允

許其所請。」請問：上文中的「外敵」為下列何者？ 

(A)荷蘭             (B)日本    

(C)英國             (D)法國  
                            

4. 《重修臺灣縣志》記載：「客頭夥同不肖船家，用溼漏小

船載運數百人，並讓他們全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不

讓這些人出來。船隻乘著黑夜出洋，若遇到大風浪，可

能會船翻人亡。快到岸時，擔心被人發覺，因此靠近沙

岸時，就會將人群趕下船，稱為『放生』」。這段記載是

描述哪一歷史情景？ 

(A)渡臺禁令導致臺灣的性別比例失衡 

(B)移民偷渡過程相當困難且危險重重 

(C)移民來臺普遍出現拋妻棄子的行為 

(D)外國屢次侵擾使臺灣社會動盪不安  
 

5. 位於屏東縣琉球鄉(即小琉球)的烏鬼洞，是臺灣相當熱門

的觀光景點。史學家曹永和的研究中曾提及烏鬼洞地名

之由來：1630～1640年代，「某國」殖民者因該國船民在

此地遇害，遂調軍到琉球鄉進剿、鎮壓，導致當地原住

民遭到屠殺與被迫遷移。請問：「某國」應是哪個國家？    

(A)荷蘭             (B)日本    

(C)西班牙           (D)菲律賓 
 

 

6. 18世紀時，有一位歐洲貴族乘船漂

流至臺灣某地區，發現清廷並未在

該地區設置廳、縣治理，因此當他

返回歐洲後，大力遊說各國派兵來

此區建立殖民地。上述「未設置廳

、縣治理」的地區，最可能是附圖

中的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7. 熱愛歷史的智智，某天在書上讀到：「1871年，琉球王國

宮古島民的進貢船，因颱風漂流到臺灣東南海岸八瑤

灣，54 人被當地原住民殺害，12 人逃出。3 年後，日本

以此為由出兵臺灣，原住民憑藉石門隘口天險奮勇抵

抗。……而殺害琉球人的臺灣原住民被塑造成野蠻民

族，讓他們多年來承受歷史上的汙名。」從文中內容判

斷，此一事件應是下列何者？ 

(A)英法聯軍        (B)清法戰爭  

(C)郭懷一事件      (D)牡丹社事件 

 

8. 右圖為十七世紀出版的新約聖

經，左欄是外文；右欄是外來政權

根據臺灣原住民的語言，以羅馬字

母拼寫而成 的文字。根據歷史判

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目的是宣揚天主教   

   (B)此文字稱為新港文字  

   (C)左欄的外文應為葡萄牙文 

   (D)此文字在外來政權離開後就 

      不再使用 
 

9. 臺灣東北角海岸有一處名為「三貂角」的地方，它的原

名是外文San Diego（直譯為「聖地牙哥」），早期當地居

民使用閩南語音譯為「三貂」，又「三貂」地處臺灣最東

邊的岬角，所以此地就被命名為「三貂角」。請問：此名

是用哪一國文字命名的，可做為此國曾據有北臺灣的證

據？ 

(A)西班牙           (B)葡萄牙    

(C)荷蘭             (D)英國 

  

10. 清廷頒布渡臺禁令，嚴格限制漢人來臺的條件，其目的

為何？ 

(A)避免傳染疫情隨之擴散 

(B)確保原住民的生存空間 

(C)保障來臺漢人的生活品質 

(D)防止臺灣成為動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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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游耕又可稱為「山田燒墾」。附表為游耕的特色，請問：

最符合表中(甲)的敘述，應為下列何者？ 

 

 

 

 

  

(A)利用牛馬犁田，提高耕種效率與產量            

(B)只在雨量豐富的地區耕種，不需更換耕地 

   (C)選擇平坦肥沃的土地耕種，不需費力整地            

   (D)砍樹整地後，以焚燒林木的灰燼作為肥料 

 

12. 清帝國治臺初期雖制定「劃界封山」政策，但番界卻不

斷往山區移動，這反映當時臺灣哪一種社會現象？ 

(A)原住民不願意接受清朝政府的統治  

(B)漢人入侵原住民活動區的情形嚴重  

(C)漢人和原住民時常發生械鬥和民變  

   (D)原住民與漢人同化的程度不斷提高 

 

13. 智智翻看爺爺的集郵簿，發現一

張看不清楚年代的郵票，爺爺告

訴智智，臺灣鐵路史上曾經使用

郵票代替火車票。當初錫口(今

松山)—水返腳(今汐止)鐵路在

通車時，因來不及印刷車票，鐵

路部門與郵政部門協商，使用帶

有龍馬圖案的郵票來代替。請

問：爺爺所說的應是臺灣哪個時

期呢？ 

(A)大航海時代      (B)鄭氏時期  

(C)清帝國前期      (D)清帝國後期  

 

14. 盛盛編寫了一部歷史劇，劇本片段內容如下： 

甲國代表：「生番都是化外之民，不屬於我國政府管轄。」

乙國代表：「生番殺人，貴國卻置之不理，故我國將出師

問罪，只是生番居住的地區與貴國府治相鄰，為免傷兩

國和氣，所以先行奉告。」 

甲國代表：「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

奪。」不久，乙國向外界公告軍事行動，派兵至臺灣。

請問：關於上述劇本中所描述的事件，何者正確？ 

   (A)甲為日本，乙為清帝國        

   (B)此事件致使臺灣開港通商 

   (C)所謂化外之民是指花東阿美族 

   (D)後續會出現簽訂停戰和約的場景 

 

 

 

 

 

15. 近年來不斷有人提倡臺灣應仿效美國印地安保留區，設

立原住民保留區以保護原住民文化與維持臺灣文化的多

樣性。回顧清帝國時期，有一位駐臺官員推動開山撫番，

鼓勵漢人入山拓墾，造成原住民生活領域及文化的流

失。請問：關於這位官員在臺的施政貢獻，何者為非？ 

(A)設立新式炮臺     (B)廢除渡臺禁令    

(C)成立電報學堂     (D)增設行政區劃 

 

16. 淡水清水巖祖師廟裡有塊「功資拯濟」匾額，據悉是清

帝國治臺後期發生一場戰爭波及北臺灣，民間俗稱「西

仔反」。當時政府派遣軍隊防禦抵抗，淡水居民也迎出祖

師爺神像前來助陣，清軍獲勝後，光緒皇帝為彰顯其神

威而敕贈匾額。請問：上述提及的「西仔」應該是指哪

一個國家？ 

(A)法國             (B)荷蘭   

(C)日本             (D)英國 

 

17. 承上題，這場戰爭對臺灣造成什麼影響？ 

(A)解除禁令，積極建設臺灣        

(B)清廷至此才開始加強臺灣海防 

(C)更加重視臺灣，宣布臺灣建省 

(D)清帝國戰敗，臺灣被迫對外開放 

 

18. 下列為 1635年麻豆社與荷蘭人所簽訂的條約項目： 

「1.麻豆人不再對抗荷蘭人與其盟友。2.頭目交出檳

榔、椰子幼樹與領土給予荷蘭。3.作戰時要與荷蘭人並

肩作戰。4.不得干擾收購鹿皮的中國人，並且讓他們自

由通行。5.若被召喚，部落長老要到熱蘭遮城聆聽長官

的政策。」請問：荷蘭當局想透過條約達成哪些目的，

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讓麻豆社屈服，接受歸降        

(B)確保在臺鹿皮的商業利益 

(C)併入麻豆社武力，穩固統治 

(D)與麻豆社成為檳榔、椰子的貿易夥伴 

 

19.  

 線索一：西班牙人曾經治理過此地 

 線索二：清法戰爭時這裡曾遭戰火波及 

 線索三：這裡有全臺最早的火車隧道，隧道口還有興建   

         者的親筆題字 

請問：哪個城市最符合上面線索的描述？ 

(A)基隆               (B)淡水    

(C)宜蘭               (D)新竹 

 

20. 承上題，興建者也是當時臺灣最高行政首長，應為下列

何人？ 

(A)施琅               (B)沈葆楨    

(C)劉銘傳             (D)邵友濂  

            

游耕特色 

(甲)＊＊＊ 

(乙)耕種期間，人力是唯一勞力來源 

(丙)採用不同作物之輪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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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題組（第 31題 4分；其餘每題 3分，共 40分） 

(一) 閱讀短文後回答下列問題： 

   「(本藩)已來臺開闢田野，要求各鎮大小將領就地進行

拓墾活動，並察看可建築房屋的地基，大家總必須創建田

宅等，以留給子孫。但一勞永逸的方法，是以一己之力經

營，不准侵奪原住民及百姓的耕地產業。希望大家都能切

實遵守，如有違反禁令者，必定依法懲處，此內容將在官

府頒行讓大家知曉。」            資料來源：楊英，從征實錄 

21. 這份資料應該是誰提出來的？ 

(A)施琅   (B)鄭成功   (C)陳永華   (D)鄭經 

 

22. 由資料的內容判斷，可知當時在臺灣採行哪項統治政

策？ 

   (A)授權地方        (B)圍堵制伏  

   (C)軍屯開發         (D)海禁封鎖 

 

(二) 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資料一】臺灣大患有三：一是盜賊，二是械鬥，三是謀 

          逆。三者情況不同，但作亂者都是無業遊民。 

【資料二】歷史文獻記載：內山「生番」，野性難馴，常 

          有傷人燒屋的情形；但挑起衝突與爭端的，常 

          是漢人。漢人拓墾者為了開墾土地，不論「生 

          番」、「熟番」的生活區域，都會加以侵占； 

          或是結黨入山搭建房屋，一旦看到「番人」獵 

          取鹿皮，往往竊為己有。 

【資料三】臺灣移民沒有親屬在身邊，這樣的人在各地總 

          計有數十萬，其中有不少遊手好閒的人，又沒 

          有家族的責任與牽絆，要他們不為亂也難啊！ 

23. 資料二的論述應是清廷哪一政策施行的背景？ 

   (A)海禁政策        (B)劃界封山 

  (C)嚴禁渡臺        (D)開港通商 

 

24. 從資料一、三可知擾亂社會秩序為下列何者？ 

(A)海盜   (B)熟番   (C)生番   (D)羅漢腳        

 

(三) 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西班牙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曾

在他的臺灣觀察報告中寫道：「這群人多是手工藝匠，不務

農，像遊牧民族或生意人一樣，行走於這村到那村，為村民

修理房子、弓箭和手斧，因為不耕種，所以他們到各個村落

去購買稻米、玉米作為食物。……附近有硫磺礦，擅長採集

與交易硫磺。」 

25. 由記錄中可知此一族群謀生的主要方式為何？ 

   (A)飼養家畜        (B)農耕種植  

   (C)摘採野果       (D)貨物交易 

 

 

 

26. 神父記錄中觀察到的族群應

該出現在右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四) 以下為清朝官員針對某事件發表對臺灣的看法，閱 

    讀後回答下列問題： 

甲官員：臺灣只是海外的丸泥小島，不足以拓展中國的版 

圖；住在臺灣的是裸體紋身的番人，不值得和他

們共同守護（臺灣）。花費國家的金錢治理臺灣實

在沒有好處，不如把住在臺灣的漢人都遷回中

國，讓臺灣的土地空著就好。 

乙官員：臺灣做為保衛東南四省的重要屏障，若是放棄勢

必又被荷蘭佔據，成為大清的外患。……逆賊因

為皇上的威嚴和恩德而投降歸順了，這個地方實

在是上天幫助皇上鞏固東南的保障，可以永遠杜

絕沿海邊境的禍患。 

27. 上面兩位官員所討論的主題應該為何？ 

   (A)如何瓦解鄭氏抗清勢力   

   (B)牡丹社事件的應變措施   

   (C)攻取臺灣後的棄留看法    

(D)清法戰爭時的應戰策略 

 

28. 當時大部分官員的態度為何？ 

(A)認同甲官員       (B)支持乙官員 

(C)兩方都否定      (D)未清楚表態 

 

29. 乙官員所持論點著重在臺灣哪一方面？ 

(A)社會安定        (B)戰略防守  

(C)商業利益        (D)文化傳承   

 

(五) 清帝國治臺初期歷經一些重大事件後，行政區劃多次進

行調整。根據附圖，回答下列問題： 

      (甲)                 (乙)               (丙) 

 

30. 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後，隸屬於那一省之下？ 

(A)福建省   (B)廣西省   (C)廣東省   (D)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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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若以行政區建置的先後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    (D)乙→丙→甲 

 

32. 根據《雍正朝實錄》記載：「西元 1723 年，清廷在虎尾

溪以北設置彰化縣，同時設置捕盜同知，負責北部的督

捕任務……。」請問：圖(甲)中彰化縣的設置，應與何

事有關？ 

(A)土地拓墾        (B)軍隊駐守    

(C)人民叛亂        (D)海盜侵擾 

 

33. 由行政區的變遷來看，清帝國治臺初期更動行政區劃的

主因為何？ 

(A)因外力入侵，開港通商 

(B)因民變及加強地方統治 

(C)政府鼓勵開墾，用心經營與建設 

(D)清廷致力於原住民的教育及管理 
  

 

 

 

 
 

試題到此結束 
 

再檢查一下 
 

畫卡錯誤扣五分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