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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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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是某一文件的部分內容，此文件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法軍將領給清廷的戰帖      (B)日本給牡丹社原住民的公告  

(C)日本給臺灣民主國的勸降書  (D)臺灣民主國給日本總督的通牒 

（  ）2.右圖霞喀羅國家步道的介紹圖，其舊名為「霞喀羅、薩克亞金警備道

路」。此道路的開闢，是因為過去臺灣統

治者為達到某一目的而下令修築。根據圖

中內容判斷，統治者最初開闢這條道路的

目的，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A)劃界封山的施行 (B)開港通商的進行  (C)渡臺禁令的推行 (D)理蕃政策的實施 

（  ）3.日治初期臺灣對日抗爭不斷，加上每年需對臺灣補助七百萬日圓，日本逐漸認為臺灣殖民地對日本而言

是負擔，法國政府亦表明願以一億日圓買下臺灣。總督府採取了哪些措施，直接造成財政收入提高，減

少日本的經濟負擔？甲、廣設郵電通訊；乙、樟腦專賣；丙、鴉片專賣；丁、修築縱貫鐵路；戊、土地

與林野調查。 (A)甲乙丙 (B)甲丁戊 (C)乙丙丁 (D)乙丙戊 

（  ）4.日治時期，蔗糖與稻米並列為臺灣最重要的農產品，但是臺灣蔗農並沒有因此賺得利潤、改善生活，其

原因為何？ (A)總督府將糖列為專賣商品    (B)因為總督府課徵高額的蔗糖稅  

                     (C)甘蔗的價格由製糖會社決定  (D)蔗糖產量多，世界糖價卻始終低迷 

（  ）5.老師請同學討論，「1935 年時臺灣地區電力總產能是 1931 年的 3 倍，產量也增加一倍。」以下是四位

同學的看法，何者的看法最符合史實？ 

(A)陳同學：總督府為了發展農業與運輸而需要電力 

(B)張同學：總督府為了發展鐵路電氣化，所以需要大量發電  

(C)王同學：總督府為了推廣閱讀，普遍裝設電燈，用電量因此大增 

(D)李同學：總督府判斷現有設施不足應付工業成長，故新建電廠因應 

（  ）6.總督府從日治初期便開始對臺進行各項調查，俾能更有效統治與管理，並根據調查發展基礎建設以利發

展。請問以下何者是為了配合林野調查與開發山林資源而興築的工程？ 

(A)阿里山森林鐵道  (B)嘉南大圳 (C)日月潭發電所  (D)縱貫鐵路 

（  ）7.關於臺灣的鐵路發展，以下何者正確？ 

(A)最早的鐵路是由清朝巡撫沈葆楨興建  (B)日治時期人們可以從臺北搭火車去花蓮旅遊  

(C)日治時為了觀光發展興建阿里山鐵路  (D)1908年，西部縱貫鐵路興建完畢，竣工啟用  

（  ）8. 1935年，臺灣總督府在臺北舉行「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以宣揚治臺政績，這場紀念博覽會

可說是針對日本的「甲」政策，向海內外宣示臺灣已蓄勢待發。此時期臺灣之產業，乃是從「乙」與「丙」

的時代，邁入以「丁」為中心產業的過渡時代。上文中「甲」、「乙」、「丙」、「丁」指的最可能為何？ 

(A)南進/蔗糖/稻米/輕工業   (B)南進/蔗糖/稻米/軍需工業  

(C)西進/蔗糖/鴉片/輕工業   (D)西進/蔗糖/樟腦/軍需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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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小彬週末去新北貢寮的鹽寮海濱公園玩，發現公園裡有一座高 8.8 公尺之「鹽

寮抗日紀念碑」如右圖，請問這個紀念碑最可能與何事有關？ 

(A)余清芳大明慈悲國抗日遺址  (B)牡丹社事件日軍血洗原住民部落  

(C)霧社事件抗日犧牲者墓園地  (D)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後日軍登陸地 

（  ）10.臺灣本土栽種的稻米名為「在來米」，日治時代則進行改良，產出較 Q 軟有彈

性的「蓬萊米」，成為現今臺灣主要米種。關於「蓬萊米」的敘述何者正確？ 

(A)供應日治臺灣人大部分飲食需求 (B)產量較豐厚，多運往高雄港輸出  

(C)由日本農業學家磯永吉改良成功 (D)第二次大戰後便在臺灣地區絕跡 

（  ）11.阿禾過世的奶奶留下了日記，日記中紀錄她年輕時的過往：「為了那不斐的薪餉，他一身軍裝、不辭而

別，只留下一封信，讓我等他回來……」、「後來才知道，她們被徵召加入『挺身隊』，送到戰場前線

當洩慾工具，卻被以好聽的名稱『慰安婦』包裝」。請問阿禾奶奶紀錄的過往是日治哪個時期？   

(A)殖民地特殊統治時期  (B)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C)無方針主義時期  (D)皇民化運動時期 

（  ）12.1925年，彰化二林人李應章率蔗農組合與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交涉，提出「會社與蔗農協定甘蔗收購

價格」等五項要求，但交涉爆發了武力衝突，警察前往二林庄搜查，逮捕李應章等蔗農組合幹部以及

農民共 93人，史稱「二林事件」。請問上文的事件最可能發生在日治時期哪一「經濟政策時期」？    

(A)工業日本，農業臺灣 (B)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C)工業日本，農業朝鮮 (D)工業朝鮮，農業臺灣  

（  ）13.「倉皇三日小朝廷，擐甲何人是將星？立腳不殊蝸據甬，畫皮漫冀虎成形……」，上文節錄自一首七言

律詩，描述 19世紀末期東亞一個倉皇成立的政權。其中「畫皮漫冀虎成形」中，「畫皮」指鬼怪用畫

成美女的人皮披在身上騙人，意謂該政權是個空殼子，「虎成形」則暗喻著政權的國旗。請問上文中

政權的領導者為何？  (A)唐景崧  (B)劉銘傳  (C)後藤新平  (D)沈葆楨  

（  ）14.右圖是日治時期米糖產量成長圖，請問這張圖顯示了日治時期哪

些發展？甲、新式糖廠生產效率上升；乙、土地調查成果顯著；

丙、新品種稻作改良成功；丁、水利設施興修頗具成果；戊、總

督府專賣事業興盛。   

(A)甲丙戊 (B)甲丙丁 (C)乙丁戊 (D)乙丙戊 

（  ）15.花岡一郎，原名 Dakis Nomin，在師範學校以優秀成績畢業後返

回部落(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後，被派為「巡查」。然而 1930年

的那一日，衝突暴起，花岡一郎及其妻兒均選擇自殺。花岡一郎以日本武士道切腹自殺前留下遺言：「此

為蕃人因苦於勞役過多，終於爆發長久公憤之事件。我等也被蕃人拘捕，終至無可如何。」，道盡「身

分衝突」下的身不由己。關於上文中「1930年那一日」的事件，何者敘述正確？ 

(A)事件領導者為部落頭目賽德克·巴萊   (B)該事件起因乃是日本高壓的理蕃政策   

(C)事件後倖存者被拘禁部落內不得外出  (D)花岡一郎面對「日本忠民」和「泰雅族人」的身分衝突     

（  ）16.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是日治時期最大規模的漢人武裝抗日事件，由余清芳作為元帥在台南地區領導抗

日，犧牲人數眾多，除了處死刑者 866人外，日軍在搜捕清鄉的過程中，究竟造成多少平民傷亡眾說

紛紜，或有至三萬人。請問上文中事件有何歷史意義？ 

(A)漢人抗日活動由武裝形式轉為非武裝形式  (B)理蕃政策始由武裝積極征討轉為教育同化 

(C)事件後，總督府以警察政治嚴密監控人民  (D)總督府害怕報復，治臺政策轉為「內地延長主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8%A3%9D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歷史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 3 頁，共 4 頁 

（  ）17.2007 年，前總統李登輝到日本領取「後藤新平賞」，卻在台灣引起爭議，因為後藤新平在臺灣擔任民

政長官時，所作所為毀譽參半。關於後藤新平在臺灣的作為，何者為非？ 

(A)廣設電報、電話、公路、鐵路等交通   (B)為利用臺灣人發展建設而禁用毒品鴉片 

(C)人口普查，了解人丁情況以控制社會   (D)使用狡詐的手段平定臺灣的抗日義勇軍 

（  ）18.小桑正在寫作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的小說，可當她與國文老師討論後，才發現故事裡只有一人符合時代

背景，請問是哪一位？ 

(A)總督府林野調查中失去大量林地的原住民頭目   (B)私人經營鴉片生意而暴富的臺北 36歲富商 

(C)改良蓬萊米，供應臺灣人飲食的日本學者團隊   (D)取得渡台證照來台，晝夜思念妻子的青年 

（  ）19.歷史老師將自己的收藏品帶到課堂與同學們分享，請問該收藏品的歷史

背景為何？ 

(A)為民國初年的臺灣銀行所發行  (B)是日治時期為統一貨幣設立的 

(C)因應皇民化時期而發行的債券  (D)為支付田賦發行的土地調查券 

（  ）20.歷史課上，小葉驚訝於甲午戰爭的爆發原因與某國有關，原來是因該國發生動亂，中、日協助平定後，

日本拒絕撤兵後又趁機出兵侵佔該國，繼而導致中、日開戰。請問上文中某國是指哪個國家？  

(A)越南 (B)琉球 (C)朝鮮 (D)臺灣 

二、題組(第 21 到 30 題，每題 4分，共 40分) 

（一）閱讀下文，並回答第 21 到 22 題 

1915 年西来庵事件爆發，起事者余清芳，其密謀籌組大明慈悲國，在西庵五福王爺廟商討抗日事宜。余清芳

允諾參加的信徒：起義成功會將當時政府的土地沒收，分給參加的信徒們良田萬甲。 

起義行動被當時的政府得知，下令全國各地嚴密查緝，發現參與此事群眾遍及全臺，被捕之人將近 2,000 人，

其中在臺南開設的臨時法庭中，被判處死刑者，高達 800 多人，引起國內外的反對輿論不斷，政府迫於壓力下，

以天皇即位為由進行特赦，有四分之三被判決死刑者改為無期徒刑。 

事件曾留下一份偵訊筆錄如下：現在之政治太嚴格、不得擅自開墾，負擔亦重，輕微小事均不放過，因而夢

想利益，始行入黨。」事件過後，政府拆毁西來庵，並將裡頭供奉的神佛幾乎火化殆盡。 

（  ）21.由文章可知，當時群眾起事的原因可能為下列何者？ 

(A)當時的土地及林野政策太嚴苛   (B)當時政府反對西來庵發放靈符 

(C)當時政府無法解決民間的瘟疫   (D)當時政府拆毀寺廟火化神佛的反抗 

（  ）22.關於筆錄中的「輕微小事均不放過」，主要是受到哪項政策的影響，使得「輕微小事」也會遭到處罰？ 

(A) 人口普查  (B)理蕃政策  (C)土地與林野調查  (D)警察與保甲制度 

（二）閱讀下文，並回答第 23 到 24 題 

歷史老師在課堂上整理了臺灣歷史各統治時期的海外貿易狀況(下圖) 

 甲 乙 丙 丁 

進口 民生用品 鴉片、紡織品 民生用品 軍火用品 

出口 
稻米、蔗糖、木材 

戰略物資 

茶葉、蔗糖、樟腦 稻米、鹿皮、蔗糖 蔗糖、鹿皮 

（  ）23.若依照統治時期進行時間排序，以下何者正確？(A)丁丙甲乙 (B)丙丁乙甲 (C)丁丙乙甲 (D)丙丁甲乙 

（  ）24.關於各統治時期的經濟特色，以下何者正確？ 

(A)甲時期八田與一建設嘉南大圳，農產大增    (B)乙時期新式糖廠取代舊式糖廍，糖業興盛 

(C)丙時期統治者以臺灣及馬尼拉為轉運站      (D)丁時期為南進政策對外擴張而發展軍需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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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下文，並回答第 25 到 28 題 

資料一：森川在催繳嘉義百姓的稅金時發現他們連溫飽都成問題，於是向上級陳情此事，卻被長官视為教唆百姓

抗稅，百口莫辯的森川最後死殉身。當地百姓受到感召，將其神化供奉。 

資料二：賴和的文學作品裡寫實地描繪日治時臺人的生活百態，其中一段描述如下「查大人，這幾日來總有些憤

慨。因為今年年底，照例的新年禮物意外減少而且又是意外輕薄。……查大人憤憤之餘，似覺有恢復他

的戒嚴的必要，於是這幾日，查大人對於攤販嚴格取締，一動手就是人倒擔頭翻；或是民家門口，早上

慢一點掃除，就被告發罰金。」 

資料三：清末的洪攀桂，字月樵，壯年遭遇祖國割臺，後改名繻，字棄生，是日治時期重要文學家，經常針砭時

事，曾有見臺灣保甲連坐法感題序言如下：「是時再編立保甲法五十餘條，皆是輕微事項而罰金數十以上、

数百以下。一家犯法，罪及一甲十餘家。其法是由日本人捏造，而強令百姓蓋印，說是民間自立治法。」 

（  ）25.資料一的森川與資料二的查大人應是下列何者？ (A)總督 (B)警察 (C)保正 (D)甲長 

（  ）26.資料三的洪棄生在詩裡的序言是對保甲制度的哪項規定心生不滿？  

(A)保設保正 (B)甲設甲長 (C)連坐責任 (D)保甲法寬 

（  ）27.資料三中提到日本治臺時期編立的法律「保甲法」，而日本治臺時期有一重要法律名「六三法」，關於

「六三法」的敘述，以下何者正確？  

(A)全名即「法律第六項三則」             (B)奠定日治初期臺灣為特殊統治區的「異法域」角色  

(C)頒布於西來庵事件後，為加強統治力量  (D)賦予總督軍事、司法、行政權，形成「總督專制」 

（  ）28.上面三項資料涵蓋了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統治臺灣的基礎。有關日本統治臺灣的手段，應為下列何者？ 

(A)保甲為主、警察為輔，放任臺灣人民自由生活  (B)保甲為主、壯丁團為輔，警察僅負責維護治安 

(C)警察為主、保甲為輔，嚴密控制臺灣人民生活  (D)警察為主、壯丁團為輔，保甲維護臺灣人自由 

（四）閱讀下文，並回答第 29 到 30 題 

資料一:日式地名 

在這時期，為將日本内地制度應用於臺灣，因此將地方制度改為「州一郡市一街庄」三級制，同時也更改一

些舊地名。錫口改成「松山」，艋舺改為「萬華」，枋橋改為「板橋」，三角湧改為「三峡」，水返腳改為「汐止」，

牛罵頭改為「清水」，打貓改為「民雄」，打狗改為「高雄」，阿公店改為「岡山」，頭圍改為「頭城」，媽宮改為「馬

公」。這次行政區域調整一直到日木戰敗投降為止，而地名則保留了下來，成為今日臺灣的面貌之一。 

資料二:日式用語、名字與休閒生活 

現在我們生活中許多用語與生活方式來自日本統治時期，此種用語稱為「臺灣化日本語文」。如「歐巴桑」、「歐

吉桑」、“kimochi”、「便當」、「啤酒」、「料理」、「遠足」、「落第」、「住所」、「元氣」、「化妆室」等等。流行與休

閒生活上比如壽司、御飯糰、便當成為超商的主力商品，街坊巷口常見日式建築，以及風靡全國的棒球運動啟蒙

自日治時期的影響。觀察老一輩姓名，也可看出台灣人取名的日本風味，比如義雄、文雄、智雄、秀雄、英雄、

昭彦、勝彦、靜枝等，是臺灣被殖民政府要求改日本姓名的文化遗留。 

（  ）29.資料一中，臺灣地名變革的背景是日本統治方針的轉變。這是日本治臺時期的哪一時期？ 

(A)殖民地特殊統治時期 (B)無方針主義時期 (C)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D)皇民化運動時期 

（  ）30.資料二中，老一輩臺灣人的名字會保留日本風格，這是日治時期某一時期政策推展下的結果，關於這

一時期的敘述何者正確？  

(A)時間：1919 年~1937年   (B)日本需將臺灣資源應用在戰場，故轉變統治方針  

(C)傳統文化被日本化習俗強制取代，引起漢人積極武裝抗日 

(D)總督府開始實施土地與林野調查，以利用臺灣資源前進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