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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康軒版第一冊第五章~第六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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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圖是清代臺灣的水利設施分布圖，請問下列選項何者

正確？ 

（A）甲水圳由郭錫瑠父子興建，是臺灣規模最大的水

圳  （B）乙水圳灌溉了彰化平原的八個堡  （C）丙水

圳由張達京與原住民合作興建完成  （D）丁水圳是由

鳳山知縣曹瑾主導興建 

2. 臺灣曾在大航海時代被歐洲國家統治，但自漢人政權來

臺後，西方勢力便淡出臺灣，直至某時期西方傳教士再

度來臺宣教，請問傳教士再次來臺的契機為何？ 

（A）清法戰爭   （B）英法聯軍  

（C）牡丹社事件 （D）開山撫番 

3. 臺灣在 18 世紀以後，由於商業發展，有一種名為「郊」

的商業組織興盛，如：「泉郊金長順」、「廈郊金振順」等

郊商，是當時最具代表的組織之一。請問：關於「郊」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此組織的出現是由於臺灣開港通商  

（B）此組織的出現是由於臺灣建省  

（C）此組織主要的貿易對象為西方國家  

（D）最初臺灣僅開放鹿耳門為郊商對渡港口 

4. 承上題，所謂「泉郊」和「廈郊」是以什麼條件作為區

分？ 

（A）移民商人的祖籍  （B）不同的貿易區域   

（C）不同的貿易商品  （D）不同的語言文化 

5. 凱文探查平埔族在清代經歷的社會文化變遷。以下是他

整理的內容，何者正確？ 

（A）平埔族學習漢人的水田稻作技術，使其生活方式產

生改變  （B）劃界封山的政策，成功的保護平埔族的土

地不被漢人奪取  （C）平埔族與漢人鮮少互動，能保留

相當豐富的傳統文化  （D）平埔族面對漢人移墾而遷移

至西部平原 

6. 新北市淡水區有一所學堂，專門教授歷史、地理、天文、

物理、數學、醫學、音樂與體操等新式課程。請問文中

提到的學堂是由何人所創立的？ 

（A）陳永華 （B）馬雅各 （C）馬偕 （D）鄭用錫 

7. 七年級的阿秀在學習臺灣史時有個疑惑：「為何大航海

時代優先開發的臺灣南部，政治經濟方面在 1860 年代

以後，逐漸被北部取代？」請問下列哪個選項能夠解答

阿秀的疑問？ 

（A）鹿皮過度獵捕，經濟蕭條，造成人口往北移動 

（B）平埔族受漢人欺壓，往北部遷徙而帶動經濟發展 

（C）北部地區械鬥頻繁，故政府在行政上加強管理 

（D）北部地區為茶與樟腦種植地，經濟發展快速 

8. 附表是臺灣於西元 1868 至 1894 年的進出口值統計表，

分析此表我們可以得知以下何項結論？ 

 

（A）臺灣開港通商後便立即呈現貿易出超 

（B）西元 1875 年以後臺灣對外貿易開始出超 

（C）西元 1880 年臺灣出超達到最高峰 

（D）此時期進口最多的貨物是來自中國的藥材 

9. 右圖為臺灣某時期兩大港口海關出口值統計圖，請問

甲、乙、丙所代表的商品說明何者正確？ 

 

 

 

 

 

 

（A）甲為茶葉，主要產地在北部，因此由淡水出口 

（B）乙為鹿皮，深受日本商人喜愛，因此出口穩定  

（C）丙為紡織品，1888 年後臺灣紡織技術逐漸提升   

（D）丙為糖，在開港通商前即為臺灣的出口商品 

10. 清代的臺灣因為政治與社會因素，導致民變頻繁，有「三

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說法，下列何者最能解釋民

變的意義？ 

（A）群眾的集體衝突 （B）人民反抗官府  

（C）農民反抗地主   （D）原住民結盟叛變 

11. 承上題，關於臺灣三大民變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朱一貴事件影響的範圍最大 

（B）林爽文事件歷時最久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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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林爽文事件是清帝國第一個民變 

（D）戴潮春事件起源於地方會黨 

12. 清朝政府統治臺灣原住民時，強調漢人傳統以「男性」

為主的宗法制度、注重血脈傳承，擁有「姓氏」將鞏固

宗族血脈，進而對當時平埔族實施「普賜漢姓」政策。

請問：這項政策的用意為何？ 

（A）加速平埔族群漢化 

（B）防止原漢通婚 

（C）結合「開山撫番」政策  

（D）傳播漢人的宗教信仰 

13. 埔里一帶的原住民聚落名稱，如阿里史、大湳、日南等，

皆與臺中的地名多有相似，請問：造成這樣相似的原

因，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A）平埔族自埔里向臺中一帶移墾  

（B）埔里的原住民大多來自臺中地區 

（C）埔里平埔族向臺中平埔族習得稻作技術 

（D）埔里與臺中的原住民在同時遷往宜蘭 

14. 清帝國時期，臺灣書院逐年增加，如今日的補習班，為

有志通過科舉的學生服務。請問當時臺灣書院增加的原

因應為下列何者？ 

（A）劉銘傳設立西學堂致使書院漸增 

（B）來臺的西方傳教士倡導新式教育  

（C）社會經濟穩定富裕使文風盛行  

（D）牡丹社事件後因建設臺灣需要而增加 

15. 「行郊」為清帝國時期的商業組織，此商業組織成立的

背景為何？ 

（A）洋行與郊商合稱「行郊」，貿易對象以中國為主 

（B）貿易對象以東南亞為主，貿易商品以鴉片為主 

（C）商人們為維護利益並避免同行之間的惡性競爭 

（D）清朝政府強制規定商人必須參加才能進行貿易 

16. 附圖為臺灣某時期人群移動的現象，請從人群的分布與移

動方向判斷，此圖內容最有可能呈現下列何種情況？ 

 

（A）清帝國前期，閩、粵械鬥後客家人遷徙路線  

（B）清帝國前期，基督教傳教士的傳教路線  

（C）清帝國後期，平埔族遭漢人侵墾而遷移的方向 

（D）清帝國後期，朝廷軍隊平定臺灣各地民變的路線 

17. 下圖為中國與臺灣的對渡港口圖，關於此時期的對渡貿

易，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甲為八里坌  

（B）乙為鹿耳門  

（C）丙為打狗  

（D）丁為五虎門 

 

 

18. 阿文某次和家人出遊時，在路邊發現了一座如同下圖的

小廟，關於此類廟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主要祭祀來臺移民的原鄉信仰  

（B）主要祭祀有血緣關係的祖先   

（C）主要祭祀無主孤魂  

（D）為共同信仰因此香火鼎盛 

19. 阿國根據歷史課所學到的地名與古蹟，自己設計了一份

四日遊行程，同學們看到這份行程表後，紛紛對於這些

地點與臺灣歷史的連結發表看法，請問哪位同學說的是

正確的？ 

第一天 參觀新北淡水的理學堂大書院 

第二天 大稻埕迪化街逛街買年貨 

第三天 參拜台中的大甲媽祖廟與鹿港的三山國王廟 

第四天 台南參觀孔廟與新樓醫院 

（A）阿堯：在理學堂大書院可以看到「進士第」的匾

額  （B）小杰：大稻埕的繁榮是由於清朝後期樟腦的

加工出口  （C）金金：孔廟與新樓醫院都是清朝統治

臺灣時由官府建立  （D）阿晴：大甲媽祖廟屬於共同

信仰，而三山國王廟是移民的原鄉信仰 

20. 「一府二鹿三艋舺」是臺灣一句具有代表性諺語，因為

這句諺語充分反映了這幾座城鎮的繁榮程度與重要

性。請問：這些城鎮為何興起？ 

（A）大航海時代漢人海商在臺發展的據點 

（B）鄭氏時期軍隊拓墾的開發地區 

（C）清帝國時期對外國開放貿易的港口 

（D）清帝國時期開放和中國對渡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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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婷婷與家人至中國的泉州旅遊，發現當地人使用的方言

自己不僅能聽得懂，還能與他們溝通，請問根據你對當

地語言及文化的了解，此方言可能為下列何者？ 

（A）閩南語 （B）客語 （C）粵語 （D）廣東話 

22. 下列何者並非清帝國時期移民取得土地的方法？ 

（A）越界開墾  （B）向原住民承租   

（C）向政府申請墾照  （D）向平埔族傳教 

23. 阿亭是正在準備會考的國三學生，他在複習講義上看到

下面這張圖片，但發現七年級教過的歷史都已經快忘光

了，請根據你的所學，幫阿亭選出關於圖片中人物的正

確選項。 

 

（A）此人所屬的教會是天主教的長老教會 

（B）此人創立的新樓醫院是臺灣第一家西式醫院  

（C）此人被後人尊崇為「臺灣口腔外科的先驅」       

（D）此人藉由臺灣建省的契機而來臺傳教 

 

題組  請閱讀以下文章，回答 24-25 題： 

 

 

 

 

 

 

 

 

 

 

24. 根據本文內容判斷，資料一與資料二的主題應為何者？ 

（A）清帝國時期臺灣的原漢衝突 

（B）清帝國時期臺灣的械鬥 

（C）清帝國時期臺灣的建築風格  

（D）清帝國時期臺灣三大民變 

25. 下列何者可能是資料二中提及的廟宇類型？ 

（A）有應公廟 （B）三山國王廟  

（C）媽祖廟   （D）王姓宗祠 

 

 

 

 

 

 

 

 

 

 

 

 

 

 

 

 

 

 

 

 

 

 

 

 

 

 

 

 

 

 

 

 

 

 

 

 

 

 

 

 

 

 

 

 

資料一：中國傳統建築之一的「隘門」，是由磚石建造的

牆門及單開間的門樓組合而成。隘門的功能除了可以防

止盜賊外，也可以預防族群之間的衝突。清帝國時期，

臺灣所建造的隘門，其最初目的原為防止盜賊侵入，但

因臺灣各地時常發生集體衝突，商賈士紳為了維護地方

安全，遂設置隘門來防禦，故隘門也可視為是當時勢力

劃分的界線。臺灣目前保存較完整的隘門為鹿港鎮的隘

門，它位於在彰化縣鹿港鎮後車巷，目前為縣定古蹟。 

資料二：廟宇在族群衝突時，也會成為各族群的指揮中

心，村廟表面上是一種宗教組織，實際上起了聯絡、團

結同一祖籍移民的作用，它既反映了當時以地緣關係組

合的現實，又對以祖籍分類的社會現象起了強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