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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L3-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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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到 20 題，每題 3分，共 60分) 

(    )1.現今屏東外海的小琉球島上，居民皆是漢人。但我們卻可發現島上有「烏鬼洞」等地理名稱，也有「烏鬼

番」等傳說。史學家曹永和的研究中呈現：1630∼1640年代某國殖民者因該國船民在島上遇害，遂自臺灣

調軍到小琉球進剿、鎮壓，導致島上原住民遭到屠殺與被迫遷移。此某國應是哪個國家？ 

(A)中國  (B)日本  (C)荷蘭  (D)葡萄牙  

(    )2. 1636 年 2 月，28名來自臺灣西南部平原的原住民部落代表，因受統治當局召集在某地聚會。會中，統治

者授予旗幟、黑絨禮袍，還送了嵌著銀杖頭的籐杖，象徵他們的地位與權威。這個統治當局，最有可能

是下列何者？  (A)西班牙  (B)荷蘭  (C)鄭氏政權  (D)日本幕府 

(    )3.動畫公司設計一部名為「百步蛇與太陽旗的戰爭」的短片，若影片內容須

合乎歷史發展脈絡，則下圖中「丙場景」應為下列何者？ 

(A)淡水、基隆為主要戰場，兩軍死傷無數       

(B)原住民在南投山區抗日，日軍傷亡慘重  

(C)清廷派軍參戰，因戰事失利，被迫割讓臺灣 

(D)朝廷任命沈葆楨為欽差大臣，來臺加強防務    

(    )4.1873年，某歐洲學者說：「我四處物色，想找一個適合探險、收集自然史

博物的地方，最後我決定到中國的福爾摩沙島走訪，至少到當地已充分開發的地區

看看。沒想到福爾摩沙是一個進行科學收集的新天地，我得以深入內地，探訪眾多

原住民部落。」請問這位歐洲學者能在此時前往臺灣進行科學收集的背景為何？   

        (A)林爽文事件告終  (B)渡臺禁令解除  (C)牡丹社事件告終  (D)英法聯軍告終 

(    )5.筱平假日與家人到基隆出遊，忽然見到路旁有刻著法文的墓碑（如右上圖），此法軍公墓的存在與哪項歷

史事件有關？ (A)開港通商 (B)英法聯軍之役 (C)牡丹社事件 (D)清法戰爭 

(    )6.阿坤一覺起來發現自己疑似穿越到了 400 年前，身邊的巴布拉族原住民正熱

切地討論著如何對付新進的外來殖民者。頭目說道：「大甲、大肚、牛罵（今

臺中市清水區的舊稱）諸社已準備就緒，準備迎戰……」，請問上文中提到的

原住民，應該分布在右圖中的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    )7.子睿對 17 世紀臺灣原住民作了一些整理，可是因為上課不夠認真聽，筆記內

容錯誤百出。請問：以下哪行筆記是正確的？  

(A)中部的大肚王國因堅決抗拒外來政權而能維持獨立地位   

(B)具商業頭腦的馬賽人擅長操舟航行，學習語言以貿易往來 

(C)部落選出的長老每年參加一次中央會議，直接統治部落 

(D)受外來者影響，經濟活動由「採集、狩獵」轉向游耕生活 

(    )8.《臺灣府志》〈土番風俗〉中提到：「有能書紅毛字者，謂之『教冊』，凡出入之數，皆經其手，削鵝毛管，

濡墨橫書，自左字右，非直行也」文中所提到的「教冊」，其背後的歷史意義為何？ 

(A)荷蘭人改良荷蘭文以教授臺灣原住民識字       (B)荷、西兩國與臺灣原住民溝通使用的共同文字 

(C)荷蘭人以羅馬拼音教導原住民寫出自己的語言   (D)臺灣原住民為了與漢人溝通而自己發明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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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小亨於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時來到臺北發展，以下是他在臺北的生活情景，其中何者符合史實？  

(A)規劃火車旅遊，觀賞太魯閣峽谷風光  (B)在基隆參觀億載金城炮臺壯闊的風貌 

(C)在番界邊線遭到看守的熟番喝斥退後  (D)撰寫家書後到郵政總局寄送家書回家 

(    )10.外來政權為了有效掌管統治地區，會使用特殊的統治方式。請問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有效掌管

原住民部落，採取下列哪一作法？  

(A)召開地方會議，部落長老與新政權合作   (B)將荒地平分給原住民部落，強迫開墾荒地 

(C)隔絕原住民各社之間往來，再個別擊破   (D)為避免聯合反抗，擔任原漢之間交流窗口 

(    )11.妍妮一家人打算趁著假期出遊，途經台中市，便前往參觀過去所遺留下來的「土牛溝」。參觀途中，聽到

路人對「土牛溝」的各種說法，請問何者符合史實？ 

(A)路人甲：「政府為了區隔生番與熟番所設立」 (B)路人乙：「是引進耕牛的荷蘭人所設立」 

(C)路人丙：「土牛溝阻礙政府設置番界」       (D)路人丁：「土牛溝隨著漢人的開墾逐漸向山區退縮」 

(    )12.花媽整理家裡的舊書時，發現一張臺灣歷史上建設的道路古地圖(如右圖)，

請問當時實施圖上此種建設的目的為何？  

(A)挖掘後山煤礦以增加臺灣財政收入   

(B)發展東西交通的順暢，以活絡商貿  

(C)軍事力量深入後山，強化軍事防務  

(D)以達到開山撫番、建設後山的效果 

(    )13.一項記載指出某地：「居民七十九家，計二百五十七人，無土著。中有女眷

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者無一人。皆丁壯力農，無妻室，無

老耆幼童。」根據你對漢人移民入台開發過程的知識，這類居民結構最可能

出現在以下何時何地？ 

(A)荷治時期的臺南   (B)明鄭時期的新竹   (C)康熙中期的諸羅   (D)光緒年間的鹿港 

(    )14.下列哪一幅景象不可能出現在清朝統治臺灣初期？ 

(A)北部的原住民偶爾會使用西班牙語和彼此溝通 

(B)原住民與漢人用新港文和漢文訂立雙語租賃契約    

(C)德記洋行前，英國商人與來交易的漢人相談甚歡   

(D)臺灣南部原住民家裡牆上除了獸皮外，亦有聖經 

(    )15.劉銘傳在臺灣現代化建設中，影響最大的是交通建設。請問：當時所推動的交通建設有哪些？ (甲)興建

臺北到基隆的鐵路  (乙)設立郵政總局  (丙)築北、中、南三條通往後山的道路  (丁)架設電報線   

(戊)購置輪船    (A)甲乙丁戊 (B)甲丙丁戊 (C)乙丙丁戊 (D)甲乙丙丁。 

(    )16.根據一份有關臺灣民眾與原住民血液分析的研究報告指出：「在臺灣雖然只有 1.5％血統純正的原住民，

但有 85％的閩南人、客家人混有南島民族血緣。」請問下列對這份報告的解讀，何者較為適當？ 

(A)與渡台禁令的實施有關     (B)與統治者鼓勵通婚有關   

(C)與南島語族大肆擴張有關   (D)與漢人民變事件頻仍有關 

(    )17.文人賴雨若回想一場激烈的戰役，寫下：「南陲(南陲：南方邊陲之地)陸戰未停烽，海上旋聞警報重；煙

鎖基隆橫艦艇，砲轟淡水伏魚龍。」文句中波及基隆、淡水等地的戰事為何？ 

(A)英法聯軍之役  (B)牡丹社事件  (C)清法戰爭  (D)荷蘭將西班牙趕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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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每發生大事件的發生，常會帶來相應的影響或因應政策。下列事件跟造成的影響配對，何者敘述正確？ 

(甲)牡丹社事件—臺灣開港通商(乙)朱一貴事件—臺灣增設臺南府(丙)清法戰爭—臺灣建省 (丁)英法

聯軍—西方文化再度引進臺灣(戊)戴潮春事件—清朝積極治臺(己)渡臺禁令的頒布－臺灣男女比例失

衡 (A)甲丙丁  (B)甲丙己  (C)乙丁戊   (D)丙丁己。 

(    )19. 2023 年 11月 4日聯合報報導：「1874 年，排灣族人在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山禦敵，多人戰死，據文獻記

載，日軍帶回的 4 個勇士頭骨，輾轉被英國愛丁堡大學收藏，經交涉校方同意歸還後。臺灣代表團日前

抵英，4 個排灣勇士頭骨返還儀式昨天在愛丁堡大學舉行，在部落祈福除穢儀式後帶回臺灣，流落異鄉

149年的排灣族勇士終於魂歸故里。」上文中提到排灣族勇士殞命的戰事為何？ 

(A)麻豆社之役   (B)牡丹社事件   (C)英法聯軍之役   (D)郭懷一事件 

(    )20.方芳的論文研究打算探討臺灣現代化的發展，請問以下哪本書可能對她的研究有幫助？  

(A)《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 (B)《鄭氏諸葛陳永華》  

(C)《延平郡王鄭成功》     (D)《立志平台之施琅》。 

二、題組(第 21 到 30 題，每題 4分，共 60分) 

(一)閱讀資料一、資料二，並回答第 21到 23 題 

  資料一： 

日本人類學家在臺灣進行大規模的田野調查時，曾訪問一老者潘乾坤，其口述如下：「我們這一族原名為

馬卡道，和臺南方面的平埔仔是同一祖先傳下來的。我們住在鳳山的平原。當時我們很繁榮，很多族人會駕

獨木舟遠航到菲律賓貿易。」 

「在荷蘭人統治時，我們族中的一、兩個社，曾經接受教化，學會用羅馬拼音寫族語的方法。在鄭氏政

權統治時，我們曾被討伐。後來我們在清帝國時期歸化，族人分散成幾個社，最後遇到漢人的侵占，族人各

自退到偏僻的地方生活。」 

  資料二： 

在面對外來政權時，有些原住民部落，會選擇與荷蘭人、西班牙人合作，甚至藉由外來者的勢力，提昇

自己的地位。同時，可以獲得西方先進武器，用來對付敵對的部落。相對於合作，選擇對抗的原住民，經常

遭到強力鎮壓。原住民反抗外來政權失敗後，除被迫臣服外，還有另一條路可走，即遷徙到外來政權勢力未

及之處。例如：今日高雄平原的馬卡道族原住民各社，在荷蘭人武力攻擊後，向南遷往今日屏東縣地區。 

(    )21.資料一提及的「臺南方面的平埔仔」應是指下列哪一族？ 

(A)凱達格蘭族  (B)噶瑪蘭族  (C)西拉雅族  (D)馬卡道族 

(    )22.請從兩則資料中分析，馬卡道族人的生活可能分別受到下列何者的影響？  

甲、漢人；乙、荷蘭人；丙、西班牙人；丁、葡萄牙人    (A)甲乙 (B)甲丙 (C)甲丁 (D)丙丁  

(    )23.資料一提及馬卡道族在清帝國時期歸化，這意味他們在清帝國時期的身分為何？  

(A)生番 (B)漢人 (C)熟番 (D)外國人 

 

 

 

 

 

 

 

背面還有題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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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上同學參加校內「歷史再現」專題競賽，找了以下三篇有關清帝國時期的資料，請閱讀後回答第 24至 25

題：  

 

(    )24.三項資料的先後排列為何？ 

(A)資料一→資料二→資料三  (B)資料三→資料一→資料二  

(C)資料二→資料三→資料一  (D)資料三→資料二→資料一 

(    )25.與「資料二」同時期的交通建設為何？甲、定期往來兩岸的輪船；乙、通往東部的山區鐵路； 

丙、連接中國的電報系統；丁、設立郵局辦理全臺郵政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三)下圖(一)及圖(二)為臺灣歷史上不同時期的行政區劃圖。請閱讀後回答第 26 至 28題： 

(    )26.臺灣的行政區劃由圖(一)轉變為圖(二)，是因為哪一事件後？   

(A)臺灣建省  (B)牡丹社事件  

(C)甲午戰爭  (D)英法聯軍之役 

(    )27.臺灣的行政區劃由圖(一)轉變為圖(二)，顯現何種歷史發展？ 

(A)蓬勃發展的明治維新改革  

(B)自強運動思潮下積極建設臺灣 

(C)劃界封山政策下原住民的臣服  

(D)漢人移墾成果推動行政區改動 

(    )28.以下何者與圖(一)到圖(二)的轉變為同一時期的政策？ 

(A)往後山開闢開山道路 (B)修建基隆、淡水炮台 (C)成立西學堂、電報學堂 (D)將省會移至臺灣中部 

(四)小山出生於清朝康熙初年，身為男子，小山成年以後總是為家族存亡擔憂，他的家族世代居於福建漳州，卻

因耕地不足而面臨生存危機。有天他看到朝廷張貼公告(如右圖)，打算與朋友們一同申請證照去臺灣打拼。請回

答第 29至 30題： 

(    )29.下列何者不可能是他選擇打拼的地點？  

(A)新竹縣  (B)諸羅縣  (C)臺灣縣  (D)鳳山縣 

(    )30.何者不可能是小山及其友人來臺後的生活經歷？ 

(A)抓準機會前往開墾今之蘭陽平原   (B)朱一貴事件中協助官府平定民變  

(C)日夜思念家人與青梅竹馬的戀人   (D)和番界附近看守的熟番交換物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