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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賽族為凱達格蘭族的其中一個支系，大航海時代時因

與歐洲人接觸而學會西班牙語，部分族人也選擇改信天

主教，請問：馬賽人生活的區域範圍是下列何者？ 

（A）淡水 （B）大員 （C）赤崁 （D）澎湖 

2. 甘治士為第一位來臺傳教的神職人員，於 1627 年來到臺

灣，活動範圍大致上和當時僱用他的政權勢力範圍相符。

他寫下《臺灣略記》紀錄來臺一年半的所見所聞，並用羅

馬拼音寫出平埔族語的祈禱文和辭典。請問，根據以上資

料，可推測出甘治士是何政權所僱用來臺的傳教士？ 

（A）西班牙 （B）鄭氏政權  

（C）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D）清帝國 

3. 承上題，甘治士之所以協助原住民拼寫語言，其目的應

該是下列何者？ 

（A）協助對外貿易 （B）方便簽訂契約 

（C）教導閱讀聖經（D）指導農耕技術 

4. 歷史老師在講解臺灣 15-17 世紀的歷史時，曾向同學說

明：「外來政權入侵時，一定會對原有族群造成衝擊。」

七年一班的同學在上課後，對 17 世紀的臺灣原住民與

外來政權的關係做了一番整理。請問：誰做的整理正確？ 

（A）冰冰：麻豆社事件時，麻豆社聯合新港社一同對

抗荷蘭人的壓迫   

（B）阿季：麻豆社與新港社都是西拉雅族的部落，但

兩者與荷蘭人的關係卻不同   

（C）凱凱：為了方便管理，荷蘭人採取直接的統治方

式，以嚴加控管順服的原住民   

（D）小晴：外來者擔心原住民反抗，通常不會採取強

力鎮壓的方式  

5. 阿偉是劉銘傳治臺期間從福建到臺灣發展的移民，下

列何者最可能是他的生活經驗？ 

（A）不能攜帶家眷來臺灣 

（B）參與修築聯絡東部交通的鐵路   

（C）收到從福州發來的電報   

（D）見證火車行經基隆到臺南 

6. 阿信閱讀到一則史料：「四月六日，……附近的頭目們

都來歡迎我們的到來，如新善、開港等里，王爺下令準

備豐富的宴會款待他們，並賜頭目們官服官帽。之後其

他較遠的村落頭目也都來歸順我們，原住民部落皆臣

服於王爺的統治之下，表明不再信仰紅毛番的宗教。」

關於這則史料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文中的王爺帶來了臺灣第一個漢人政權 

（B）賜給頭目們官服官帽是在地方會議的時候 

（C）紅毛番的宗教是在北部流傳的天主教信仰 

（D）這則史料書寫的時間大約在 19 世紀中期 

7. 此事件是臺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民變，當時除臺灣

府城外，廳治和各縣城都被攻陷過，清廷前後共動用

十餘萬大軍，歷時一年三個月才平定此事件。請問，

關於此事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此事件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聚眾起事  

（B）是清朝治臺的第一個民變—朱一貴事件   

（C）發生在乾隆年間，諸羅縣居民協助清朝平定亂事 

（D）事件結束後，雍正皇帝決定改變臺灣的行政區劃 

8. 一份歷史文件記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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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個諺語

最能反映這段文件所記載的情景？ 

（A）一個某，較好三個天公祖 （B）六死三留一回頭  

（C） 紅柿若出頭，羅漢腳目屎流 （D）番兒至老無妻 

9. 阿喜接到一個臺灣時代劇的劇本，劇情的時間範圍為

「17 世紀的臺灣」，請問他會在劇本中看到下列哪個內

容？ 

（A）學校場景從教授儒家文化轉變至教授新港文  

（B）法國與清帝國正在臺灣周邊海域發生戰爭  

（C）漢人習得原住民的游耕技術，稻米產量大增  

（D）需要荷蘭、西班牙、漢人、平埔族原住民等裝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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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人類學的調查中，發現許多部落社會，經常會出現

「游耕」這種耕作方式。請問：「游耕」應具有下列何

種特色？  

（A）灌溉技術良好，所以可以大量栽種水稻 

（B）可以在一個地點長期耕作，保持土地的肥沃 

（C）屬於一種較為現代的耕作方式，生產力極高 

（D）以樹木灰燼當肥料，經常需要更換耕作地 

11. 阿芬與家人旅遊時經過一個紀念碑(如下圖)，請問根據

你對碑文所記載之事件的瞭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事件後日本聲稱琉球人為日本臣民 

（B）此事件發生地為捕魚、走私盛行的澎湖 

（C）受到波及的地區為基隆、淡水與澎湖   

（D）事件之後清朝開始「為防臺而治臺」 

12. 基隆的「海門天險」與臺南的「億載金城」均為國定古

蹟，這兩處古蹟中均有新式砲臺的出現，反映當時有何

迫切的需要？ 

（A）招撫原住民 （B）拓墾丘陵、山地 

（C）防止列強入侵 （D）重新調整行政區劃 

13. 阿本在參觀歷史博物館時看到了一則歷史文物的介紹(如

下圖)，請問關於這個文物的發行跟下列何者有關？ 

 

（A）此文物為臺灣第一任巡撫沈葆楨所發行  

（B）此文物的發行是因為臺灣開港通商後的貿易需求  

（C）此文物的發行是因為開山撫番的政策  

（D）清朝在意識到臺灣的重要性而進行現代化建設 

14. 慧珊打算以康熙皇帝為主角撰寫小說，下列何者是此

皇帝任內發生的事件？ 

（A）擊敗鄭氏政權 （B）牡丹社事件   

（C）臺灣建省  （D）開山撫番   

15. 承上題，小說中提及施琅曾經寫了一份〈臺灣棄留疏〉，

下列何種看法最可能是此文章中的主張？  

（A）臺灣有許多未歸順的原住民，易形成叛亂根源   

（B）臺灣地理位置很重要，影響我國東南海防安全   

（C）臺灣開港通商後能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 

（D）臺灣建設豐富，能減少政府財政負擔 

16. 阿清是清朝嘉慶年間的臺灣居民，以下是他的對於當

時社會的紀錄：「幾年前，(甲)我們全家想去臺灣謀求

生路，無奈受制於朝廷的海禁政策，我只好一個人前往。

到了臺灣以後，一開始我居住在臺灣縣，後來土地逐漸

不夠開墾，(乙)我便向北搬到淡水廳，聽說這個地方以

前是諸羅縣，後來因為發生朱一貴事件，朝廷才會在這

裡設廳，在開墾土地的過程中，(丙)官府規定要開山撫

番，提醒我們不要越界，不然很容易遭到生番的攻擊。

最近還聽說(丁)因為蛤仔難時常有海盜出沒騷擾當地，

官府打算在那裏多設一個澎湖廳。」根據你對當時代的

瞭解，日記中阿清唯一寫對的地方是？ 

（A）甲 （B）乙 （C）丙 （D）丁 

17. 右圖是荷蘭人與原住民互動示意圖，請問圖中

★指的是？ 

（A）各社長老（B）漢人 

（C）傳教士（D）大肚王 

18. 一位清代官員對於當時臺灣的某一政策提出了他的看

法：「清廷以區隔漢人與原住民往來的治理政策，非長

治久安之計。一開始原住民保有自己的勢力，漢人不了

解原住民的虛實，不敢侵犯，加上當時臺灣開墾未久，

仍有許多有利之地可開發，漢番尚能兩安。但隨著開墾

日久，平地已有一定程度的開發，可供開墾的土地越來

越少，無業漢人卻日益增加，形成治安上的威脅。」請

問這個官員所敘述的政策，下列何者說明正確？ 

（A）顯現清朝以經濟發展為主要考量統治臺灣  

（B）「漢番尚能兩安」，是因為清朝嚴格執行規定  

（C）無業漢人的人數增加是因為他們好吃懶做 

（D）治安威脅包含羅漢腳爭奪資源而發生的衝突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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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圖一與圖二清朝統治臺灣時的行政區劃演變圖，關於

此二圖的比較，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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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圖一與圖二分別是乾隆與嘉慶年間的行政區劃   

（B）圖一轉變至圖二是因為朝廷積極處理械鬥事件   

（C）丁為彰化縣，為朱一貴事件後新增的行政區劃  

（D）圖一與圖二的臺灣府均隸屬廣東省的管轄範圍 

題組  請閱讀以下文章，回答 20-21 題： 

 

 

 

 

 

 

 

 

 

 

 

 

20. 根據你對於臺灣歷史的了解，請問文中的某政權為下

列何者？ 

（A）清帝國 （B）西班牙 （C）麻豆社  

（D）鄭氏政權 

21. 根據資料內容推測，大肚王

的統治範圍為下列哪一個區

域？ 

（A）甲 （B）乙 （C）丙 

（D）丁 

題組  請閱讀以下兩則資料，回答 22-23 題： 

 

 

 

 

 

 

 

 

22. 關於資料二的分析，哪些正確？ 

甲：此時漢人已開發至臺灣東北部 

乙：吳沙聯合歸順部落攻打反抗的部落 

丙：吳沙的拓墾方式是一種越界開墾 

丁：嘉慶年間於此地增設蛤仔難廳 

（A）甲乙  （B）乙丁  （C）甲丙  （D）丙丁 

23. 關於上述二則資料，何者敘述正確？ 

（A）資料一與資料二皆抨擊吳沙對原住民的陰險作為   

（B）資料一與資料二皆肯定吳沙開墾宜蘭的功勞 

（C）資料一以漢人視角反映了吳沙的歷史地位 

（D）資料二以漢人視角反映羅漢腳造成的治安問題 

題組  請閱讀以下兩則資料，回答 24-25 題 

 

 

 

 

 

 

 

 

 

 

 

 

24. 上述兩則資料所討論的議題是？ 

（A）番界的劃定方法 （B）原漢通婚的例子  

（C）平埔族如何被漢化 （D）移民渡臺的艱辛 

25. 下列何者可能為清朝初期到中期「土牛線」的變動情

形？ 

（A）由高海拔向低海拔 （B）由平地向山區 

（C）由北部向南部 （D）不會變動 

根據荷蘭文獻的記載，大肚王為部落共主，統轄的族

群除了本身所屬的巴布拉族（Papora）之外，至少還包括

數個族群，大約有 15至 18個社之多。 

17 世紀初期大肚王國與外界的接觸僅止於少數漢人的

貿易（或海盜）活動，尚能保有相當程度的主權獨立；在

荷蘭人來到臺灣後，大肚王曾選擇與荷蘭人長期對抗，但

可能考量到徒然消耗自己實力，不如選擇以和平換取實力

的保存，故在西元 1645年南下臺南普羅民遮城，參加荷蘭

人舉辦的南路地方會議，在會議中大肚王表示願意服從並

與荷蘭人簽約。 

1661年某政權進攻臺灣，其屯田兵力入侵大肚王轄

區，壓迫當地居民，同年 8月大肚社與駐紮在附近的軍隊

發生衝突，經歷一番攻堅之後，才將大肚王的勢力制服。 

……此後大肚王國勢力衰微，至清代其政治地位被岸裡社

所取代。 

圖一 圖二 

資料一：清初，閩南與客家移民逐漸遷徙至臺灣，與番人

在開墾等事務上產生摩擦，尤與生番（高山族）衝突最烈，

時有漢人侵犯土地，高山族出草抵禦的情況。為解決此衝

突，官府採漢番隔離政策，於入山的重要路口，以立碑、立

界方式來規範漢人生活區域，嚴禁漢人超越其區域；此碑

界建物為「原漢界碑」（如：臺北市石牌）。並有種種措施

來防止漢人侵墾「番地」。 

資料二：衙門會以「挖溝推土」方式，構成原漢界線。土堆

俗稱「土牛」，加上深溝，故稱為土牛溝。除此，又因地圖

上，常以紅線延伸其土牛溝所設置區域，因此又稱為「土

牛紅線」，簡稱「土牛線」。在臺灣，也有多處地方直接以

土牛作為地名，代表早期位於土牛界沿線。 

資料一：吳沙曾至三貂社看見大片肥沃的田野尚未開發，便

招募民眾進行拓墾。他們先到烏石港，建築土圍作為根據地，

再陸續由頭圍拓展到四圍，因此後世尊稱吳沙為「開蘭第一

人」。 

資料二：漢人以許多手法，侵占原住民的土地。例如：將死

貓、死狗丟入噶瑪蘭族的田地，使原住民覺得不吉利而放棄

田地；或是趁夜晚推移田埂，使原住民的田地縮減。漢人種

種欺壓行為，終於迫使當地原住民往花蓮與臺東遷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