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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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題 3分，共 60分） 

1. 現今我國正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希望加強人民

知識素養，使學子更具有競爭力。請問：臺灣最早推動

六年義務教育是在下列哪一個時期？  

(A)清帝國時期        (B)皇民化運動時期  

(C)日本統治初期     (D)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2. 臺灣文化協會與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成員重疊

甚多，是因為當時臺灣知識分子主要的訴求為何？  

(A)革命推翻日本政權  (B)政治請願爭取權利  

(C)促使日本文化扎根  (D)經濟上擺脫殖民剝削 

 

3. 下表為日治時期某一年臺灣的教育狀況，從表中可看出

當時的教育情形為何？ 

項目 
基礎教育 中等學校 

學生數 

職業學校 

學生數 

高等教育 

學生數 學生數 學齡兒童就學率 

日本人 23,711 人 98.2% 477 人 6,856 人 220 人 

臺灣人 210,727 人 28.4% 251 人 4,642 人 28 人 

(A)升學管道暢通，臺人紛紛入學        

(B)臺人基礎教育不足且升學不易  

(C)臺人與日人都有平等的受教權        

(D)臺人基礎教育較日人更為普及 

                            

4. 智智在歷史課本中，看到有一課標題為「戰後臺灣的政

治變遷」。請問：這個「戰後」指的是下列哪一場戰爭之

後呢？ 

(A)甲午戰爭      (B)第一次世界大戰 

(C)國共內戰      (D)第二次世界大戰  
 

5. 下圖是日治時期臺灣人口成長圖。請問：圖中西元1925

～1930年間，基於什麼因素，促使人口大幅增加？ 

 

 

 

 

 

 

 

 

  

(A)因為臺灣治安良好，日本人大量移民臺灣  

(B)為籌備兵力，政府鼓勵多生育，增產報國  

(C)重防疫及建立現代醫療制度，降低死亡率 

(D)臺灣人不再武裝抗日，社會趨向穩定所致 

6. 關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主要領導人為林獻堂、蔣渭水 

(B)請願運動一直持續到 1940年代 

(C)請願的訴求是爭取設立臺灣立法院   

(D)經多年努力奔走，最後終於達成所願 

 

7. 盛盛的爺爺回憶年輕時：「當時我們舉辦的活動，除了夏

季學校、文化演講外，最有趣的莫過於成立『美臺團』，

常在廟埕前播放電影，開啟民眾的新文化視野。」請問：

爺爺參與的活動團體應為下列何者？ 

(A)臺灣民眾黨   

(B)臺灣文化協會  

(C)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D)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8. 右圖為蔣渭水先生紀念郵票，關於他的貢

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成立臺灣史上第一個合法的政黨 

   (B)反對臺灣總督府全面禁止鴉片政策        

   (C)成立臺灣文化協會，以推動全面西化 

   (D)籌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以求獨立自主 

 
 

9. 宏宏瀏覽新聞時看到這則

報導(如右圖)，想起歷史課

才剛上過臺灣自來水的設

立。請問：臺灣自來水設施

最早出現於何時？ 

(A)清帝國前期      

(B)開港通商後 

(C)日本統治時期    

(D)中華民國遷臺後 

 

10. 西元1915年《臺灣日日新報》裡有一則新聞：「……城裡

帽子店門庭若市，裁縫店更是忙碌，顧客紛至沓來，應

接不暇。」這是因實施哪項措施所造成的現象呢？ 

(A)放足斷髮           (B)嚴禁鴉片 

(C)全面西化           (D)皇民化運動 

 

11. 櫻櫻美代子是日治後期居住在臺南的居民，當時的她可

能會有什麼樣的生活經驗？ （甲）參與臺南地方議員選

舉 （乙）與人訴訟，交由法院處理 （丙）下班後跟同

事去逛百貨公司  （丁）假日搭縱貫鐵路到臺東泡溫泉 

（戊）用中央銀行發行的日圓券消費。請問：上列選項

，正確的有幾項？ 

(A)五   (B)四   (C)三   (D)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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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20 年代初期，臺北某西醫診所有 4 名學生前來就診，

個人病歷資料如下： 

甲生：7歲，來自高砂（泰雅）族部落，發燒。 

乙生：9歲，出生於東京都的內地人，腸胃炎。 

丙生：11歲，臺北的漢族（閩南人），喉嚨發炎。 

丁生：14歲，平埔族血統，去年遷至臺北，咳嗽。 

請問：哪一位病患最可能是小學校的學生？ 

(A)甲生   (B)乙生   (C)丙生   (D)丁生 

 

13. 右圖是臺灣某一任總統的自

我介紹，請問：他對臺灣有哪

項重要作為？  

(A)解除戒嚴令  

(B)鎮壓三月學運  

(C)連續擔任五任總統 

(D)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4. 右列是臺灣某時

期對於訂定街道

名稱的規定，根

據內容判斷，頒

布此一規定的最

可 能 是 下 列 何

者？ 

   (A)臺灣府             (B)臺灣總督府 

   (C)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D)臺灣省政府 

 

15. 臺灣縱貫鐵路通車後，緊密的鐵道網路開始慢慢影響民

眾的生活，因此政府大力推動的某一項重要的「新觀念」

在民眾日常作息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請問：這項

「新觀念」應是下列何者？？ 

(A)遵守時間           (B)現代衛生 

(C)現代法治           (D)民主自由 

 

16. 戰後初期臺灣出現很多政治版畫，附圖是名為<為了米> 

 的版畫，請試著判斷此圖所呈現的是戰後初期的哪個現  

象？  

 

 

 

 

 

 

 

 

   (A)中國、臺灣分隔已久，人民常因語言隔閡而起衝突  

   (B)成立行政長官公署，維持類似日本總督的專制統治 

   (C)政府嚴格控管菸酒等物資的專賣，使民眾深感不滿 

   (D)民生物資大量運往中國，導致物價狂飆、民不聊生      

17. 某法律規定：「基隆、高雄兩港市，每日上午一時起至五

時止，為宵禁時間；非經特許，一律斷絕交通。嚴禁聚

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動。嚴禁以文字標

語，或其他方法散布謠言。居民無論家居外出，皆須隨

身攜帶身分證，以備檢查，否則一律拘捕。」此法律制

定的主要目的為何？ 

   (A)防止共產思想傳播與共產黨滲透  

   (B)阻止國內親日分子的反政府活動 

   (C)因應人民反日與安定秩序的需求  

   (D)避免群眾活動過多，干擾船隻進出 

 

18. 附圖為 1980年代臺灣 

 某雜誌的封底，藉此表 

 達該雜誌社的政治訴求 

 。圖中內容所呈現的訴 

 求，最可能與下列何者 

 有關？ 

 (A)政府推行國語運動使得母語式微 

    (B)政府應該妥善處理「二二八事件」 

 (C)中央民意代表改選以及總統直選 

 (D)消弭戒嚴體制對人民權利的限制 

 

19. 臺灣原住民的命名方式與其族群、部落、山川等關係密 

 切，不僅延續了祖先的智慧，更隱含著各族群的信仰與 

 價值觀。然而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初期，要求原住民改漢   

 名，導致原住民的後代子孫無法根據漢名來了解親屬關 

 係與家族傳承。請問：民國七十年代，原住民發起的哪 

 一項運動，有助於解決上述問題？ 

 (A)霧社事件       (B)正名運動  

 (C)野百合運動      (D)還我土地運動 

 

20.  不同時期的諺語，往往能生動的反映出不同時代的特 

 色。有句諺語：「盟軍轟炸，驚天動地；臺灣光復，歡 

 天喜地；官吏貪瀆，花天酒地；政治混亂，黑天暗地； 

 物價飛漲，呼天喊地」請問：這句諺語所描述的應是臺 

 灣哪一個時期？ 

 (A)1900年代         (B)1920年代 

 (C)1940年代         (D)1960年代  

 

二、 題組（每題 4分，共 40分） 

(一) 請閱讀以下短文，回答下列問題： 

    謝文達是臺灣第一位飛行員，他在一次觀賞美國特技

飛行家的表演後，立志學習飛行。經過一番努力，謝文達

練就精湛的飛行技巧，堪稱當時的「臺灣之光」。       

    除了飛行，謝文達也於 1920 年代積極投入臺灣的政治

社會運動，他曾和志同道合的同伴多次參與在東京的請願

運動，為了聲援這項活動，他甚至於 1923 年駕駛飛機在東

京上空散發宣傳單，以宣揚活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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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中提到謝文達曾於東京上空散發宣傳單，請問：下列

何者最可能是宣傳單的內容？ 

(A)謀臺灣文化之向上，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不是日本

人的臺灣！  (B)你們都被日本政府騙了，日本政府撐不

住了，你們快快投降吧！  (C)殖民地的總督實行獨裁主

義，請給臺灣人屬於自己的臺灣議會！  (D)奉行領袖命

令，服從政府領導，消滅萬惡共匪，完成統一大業！ 

 

22. 在這些政治社會運動中，較有成果的是 1935年的首次地

方議員選舉，雖然此次選舉有種種設限，但已是一個重

要的里程碑。請問：此次選舉有賴哪個機構的推動？ 

(A)臺灣議會          (B)臺灣民眾黨      

(C)臺灣文化協會     (D)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23. 在歷經十幾年的努力後，這一波運動最終還是結束的主

要原因為何？？ 

(A)治臺政策進入皇民化運動時期           

(B)組織內部成員彼此理念不合      

   (C)日本政府已接受臺人訴求      

   (D)社會運動欠缺經費來源 

 

(二) 請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有本回憶錄中曾提起：「……在這數週內，死了多少

臺灣人，沒有人知道；但一般估計是在一萬到二萬之

間。……報社編輯、記者、教員、律師、醫生等凡曾敢批

評政府的人，或那些曾攜帶改革請願書、組織協調機構的

知識份子們，都一一被找到，並遭受逮捕，甚至被殺害......。」 

24. 請問上述情景出現在何時的臺灣？ 

   (A) 1919年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B) 1937年皇民化運動時期 

   (C)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         

   (D) 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 

 

25. 文中提及的協調機構，最有可能是指何者？ 

(A)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B)臺灣民眾黨 

(C)臺灣行政長官公署  (D)處理委員會 

 

26. 文中「遭受逮捕，甚至被殺害」的知識份子，最可能指

誰？ 

(A)蔣渭水   (B)林獻堂   (C)阮朝日   (D)雷震 

 

(三) 請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中華民國軍事法庭判決文 

罪由：為匪宣傳，知匪不報 

犯罪事實：在報章雜誌中刊登<敬向蔣總統做一最後的忠告

>、<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等社論，涉

嫌判亂。 

審判結果：匪諜劉子英處 12 年徒刑、主編處 10 年徒刑。 

 

27. 請問文中提及的報章雜誌，應該是下列何者？ 

(A)自由時報         (B)自由中國 

(C)臺灣民報        (D)美麗島雜誌 

 

28. 關於此雜誌主編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曾號召組織臺灣民眾黨    

   (B)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    

   (C)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典範    

   (D)因得罪蔣經國判刑入獄 

 

(四) 請閱讀資料後，回答下列問題： 

    幸 佳 慧 女 士 於

2012 年出版兒童繪本

《希望小提琴》，內容

描述陳孟和先生被當

局指控「參加叛亂組

織」，審判後被送往「綠

島新生訓練處」，度過

15 年勞動與思想改造

的牢獄生活。期間，他

利用島上有限資源，製

作一把小提琴，送給即

將出生的外甥女當禮物，1967 年回到臺灣時，外甥女拉琴

演奏歡迎自己回家，讓他感動落淚。 

    晚年的陳孟和積極投入綠島，進行人權文化園區的重

建工作。2013 年，高齡 83 歲的陳孟和捐出這把希望小提

琴給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目前展示於綠島人權文化園

區。 

29. 請問陳孟和先生所遭遇的情況，發生在臺灣史上哪一時

期？ 

   (A)二二八事件        (B)白色恐怖    

   (C)美麗島事件        (D)三月學運 

 

30. 在此時期，最可能出現何種情況？ 

(A)情治單位不依法逮捕異議份子 

(B)人民充分享有集會言論自由 

(C)報章雜誌內容豐富多元 

(D)直轄市市長直接民選 

 

 

 

  

     試題結束， 

        再檢查一下， 

     畫卡錯誤扣五分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