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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95年是決定臺灣命運的一年，4月份的臺灣，春天降臨，然而卻充滿了惶恐與不安，因為對岸的祖國，在

戰敗後，已將臺灣拋棄。面對新來的主人及未卜的將來，臺灣巡撫在府衙中一籌莫展。」關於上文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A）文中所指的臺灣巡撫為劉銘傳 （B）文中所提及失敗的戰爭為甲午戰爭 

（C）新來的主人為中國的清朝政權 （D）對岸的祖國為中國的明朝政權 

2. 右圖為 1896~1906 年臺灣總督府田賦收入圖，請問：圖中收入產生大幅變化的

原因為下列何者？ 

（A）實施土地調查（B）興建嘉南大圳 

（C）實施專賣制度（D）實施人口普查 

3. 一位作家在分析日本經營臺灣的策略時說道：「在日本本國，立法是帝國議會的權力，而且只有天皇可以發布緊急

命令代替法律。然而在臺灣，總督卻名正言順的擁有這些權力，而權力來自於         。」請問上面資料的空白

處應填入下列哪個選項？ （A）三一法 （B）六三法 （C）法三號 （D）憲法 

4. 日本統治臺灣 50 年間有不同的統治策略，也任用過不少文官以及武官擔任臺灣總督，關於不同時期總督的

性質與任用原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無方針主義時期任用文官總督，是因為需要尊重臺灣這個殖民地的特殊民情  

（B）內地延長主義時期任用武官總督，是為了處理霧社事件等武裝抗日行動  

（C）皇民化運動時期任用文官總督，是為了將日本風俗帶入臺灣，實行日臺合一  

（D）皇民化運動時期任用武官總督，是因為中日戰爭爆發，需要臺灣投入人力與資源 

5. 思賢在閱讀日治時期的史料時發現了一張日治時期國語普及率曲線圖(如右

圖)，請問 1930 年至 1940 年國語普及率迅速增高的原因是什麼？ 

（A）五年理蕃計畫 （B）日臺合一政策 

（C）民族自決思潮 （D）皇民化運動 

 

6. 日治初期，臺灣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曾說：「治理臺灣的方式絕對不是把成功的日本經驗套在臺灣人民身

上。……我們必須先了解臺灣人的習性，依據其習性訂出一套管理辦法才有效。」請問：根據上述的理

論，何項措施是後藤新平曾經在臺灣實施的？ 

（A）治臺初期只使用武力鎮壓抗日份子 （B）在臺灣完全實施日本國內法治  

（C）對臺灣進行舊慣調查、人口普查 （D）強迫臺灣人民改日本姓名 

7. 阿弘在歷史課堂上聽老師說：「這個時候的日本，為取得石油、橡膠等資源，以南洋為侵略目標，後來加上戰

爭的爆發，臺灣因而成為重要的人力以及物資的補給基地。」請問這堂課的主題應為？ 

（A）甲午戰爭後民族自決的思想內容 （B）南進政策—日本對東南亞的侵略計畫 

（C）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經濟政策 （D）日治時期的臺灣經濟—專賣制度 

8.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受到嚴格的方式控管，這分別是倚賴中央與地方哪兩種制度的相互配合？  

(甲)日本政府 (乙)總督 (丙)軍隊 (丁)警察  

（A）甲乙 （B）乙丁 （C）丙丁 （D）甲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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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歷史老師在上課時與同學分享一百年前臺北市的一日工資表(如右表)，根據你對當時日本治臺政策的了解，

結合此份工資表，可看出何種社會現象？ 

（A）臺灣人並未真正獲得與內地人相同的待遇  

（B）日本政府所標榜的日臺合一可謂名副其實 

（C）將日本的法律沿用到臺灣，保障臺灣人的權益  

（D）民族自決的思潮使日人開始重視臺灣人的權利 

10. 日治時期除了有諺語「第一戆，種甘蔗給會社磅」以外，還有另一種戆叫做「吃煙（鴉片）吐風害健康」，請

根據你對此時期的歷史知識分析，為何當時會有這種說法？ 

（A）日本政府對民間鴉片的收購價格由總督府單方面決定，秤重時偷斤減兩  

（B）當時鴉片由總督府專賣，吸鴉片不只傷害健康，也讓政府增加收入 

（C）日治初期總督嚴格禁止吸食鴉片，因此吸鴉片會被警察處以刑罰   

（D）嘉南大圳完工後，米糖的產量超過鴉片，因此種鴉片沒有利益可圖 

11. 戶籍為政府管理社會的重要工具，戶籍資料為一種身分證明文件，臺灣某時期的戶籍資料普及每一個人，資

料裡紀載姓名、年齡、出生年日、居住或遷徙等紀錄外，也記錄著「本籍與族稱、屬於哪個保甲、是否吸食

鴉片...」等各項記事。依敘述紀載，這份戶籍資料與下列哪一項政策相關? 

（A）人口普查 （B）土地調查 

（C）林野調查 （D）南進政策 

12. 山田同學在圖書館翻看到一則日治時期的舊報紙，內容如下：「我國已不再是糖的進口國，而將立足於出口國

的地位，另外由於臺灣稻米品種的改良，讓我國無糧食缺乏之憂。」請問何者是此時代背景會出現的情況？ 

（A）臺灣稻米產量大增，主要供給臺灣人民所需，沒有外銷  

（B）甘蔗價格高漲，臺灣成為糖業王國，蔗農紛紛變成大地主  

（C）日本資本家投入資金建設新式製糖廠，開啟現代化的製糖事業  

（D）食品加工業顯著成長，臺灣成為工業產值大於農業的軍事基地 

13. 達夫是一位布農族的國中生，他記得外婆曾經告訴他，他們現在生活的這個部落不是本族祖先最初開墾的

土地，即使他們已在現居地落地生根七、八十幾年之久，這裡卻是別人的傳統領域。而像這種甲部落位於

乙部落傳統領域的情況，其實十分普遍。請問是什麼原因，導致上述情形的發生？ 

（A）清領時期漢人為了防止生番出草而設置土牛紅線 （B）日治時期處理抗日事件時讓原住民集體遷村 

（C）清領時期為了使生番漢化而強迫遷移 （D）日治初期採安撫、防堵的方針管理原住民 

14. 《日治時代臺灣之警察與經濟》中提到：「……警察既然掌握了保甲制度，就能滲透地方行政的底層。總之講

到統治臺灣不能忽視警察，講到警察不能忽視保甲制度。」下列是同學們對於保甲制度的重點整理，請問只

有誰的說法是正確的？ 

（A）阿國：保甲制度是日治時期首創的地方統治制度  

（B）阿鴻：保甲制度下，人們只需自身守法就不用遭受處罰  

（C）小美：鎮壓抗日份子是日本軍隊的任務，與警察和保甲無關  

（D）小鐘：透過保正與甲長的幫助，警察能更全面的執行地方公務 

15. 楊奶奶回憶他小時候曾經有一段時間，學校規定大家都要改日本姓名，因此爸媽將他的名字改為柳川雅子，

平日裡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被要求像個日本人，嫁給佐藤先生後還必須依照日本風俗冠上夫姓，改名

為佐藤雅子，當時因為正值中日雙方發生甲午戰爭，具有國語家庭認證書可以獲得較多的食物配給，因此

他們一家人非常努力改掉在家說方言的習慣。請問上面哪一段話不符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是楊奶奶記錯了？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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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從經濟方面來看，此建設不僅方便產業交易，促進商業發展，更有愈來愈多人得以利用。對政府而言，

此建設也讓執政者更容易掌握各地方的訊息。此外，臺灣各地的民眾可以跨越地區限制，互相交流，逐漸

醞釀出一種島內一體的感覺。」依據上文的內容來加以判斷，在臺灣地區的人民為何會逐漸產生一種「島

內一體」的意識？ 

（A）西部縱貫鐵路的完工，打破了區域間的隔閡  （B）臺灣銀行的設置使貨幣統一，各地貿易交流順暢 

（C）興建基隆港與高雄港，連接日本、臺灣、東南亞 （D）臺灣各族群通婚頻繁，因此已成為同一族群  

17. 一九三○年代後期， 總督府因應時局的變化，大幅調整對臺灣的統治政策，請問關於此時期的統治政策與

經濟政策，何者的配對正確？  

（甲）無方針主義（乙）內地延長主義（丙）皇民化運動（丁）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戊）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A）甲丁 （B）乙丁 （C）乙戊 （D）丙戊 

18. 阿淵在複習日治時期的歷史時，看到一張圖表（如右表），

請問此圖表的標題應為？ 

（A）日治時期臺灣稻米產量圖 

（B）日治時期臺灣輕工業生產指數圖 

（C）嘉南平原水旱田面積占比變化圖  

（D）1910 年至 1940 年臺灣財政圖 

19. 小明到烏來旅行時，發現烏來瀑布公園裡面有個「高砂義勇隊紀念園區」， 該園區所紀念的是下列哪一個

群體？  

（A）為臺灣人爭取權益的知識分子 （B）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烈士  

（C）總督府專制統治下的政治受難者 （D）二戰期間赴南洋作戰的原住民。 

20. 阿民在閱讀《臺灣建設發展史》這本書，他可能會看到下列何項內容？ 

（A）臺灣第一座銀行在日治時期開幕 （B）清領時期鐵路通車範圍僅限基隆至臺北  

（C）開通阿里山森林鐵路是為了發展山區觀光 （D）日治時期臺灣居民能搭火車環島 

題組 請閱讀下列兩則資料，回答第 23–25 題 

 

 

 

 

 

21. 從資料一判斷，後續的反抗計畫可能為？ 

（A）西來庵事件 （B）成立臺灣民主國 （C）霧社事件 （D）噍吧哖事件 

22. 關於以上兩則資料的敘述何者正確？ 

（A）資料一中的新政權指的是清朝（B）資料一顯示日本對原住民實行防堵的治理政策  

（C）資料二中的條約為馬關條約 （D）資料二是以漢人的角度所書寫 

23. 從兩則資料可以得知，原住民和日本的衝突主要來自下列何者？ 

（A）雙方對於山區木材和樟腦資源的利益爭奪 （B）原住民的薪資與社會待遇不如日本人  

（C）日本人的皇民化政策使原住民不滿 （D）雙方對於土地所有權的認知不同   

 

資料一：幾年前，山上來了一群衣著奇怪的人，他們傳達了新政權接收臺灣的消息，並宣稱土地都歸他們所有，但

被部落長老喝斥一頓以後就離開了。後來過了幾年，那群人又來了，這次伴隨武器，不服從者被暴力對待不得不屈

服，服從的部落則獲得醫療資源、學校等，但最讓族人憤慨的是，這群人入侵獵場、肆意砍伐森林摧毀族人的聖

地，導致大家心生不滿，反抗的計劃正在醞釀…… 

資料二：我國透過清朝簽訂的條約，接收了臺灣全境的領土，甚至包含以往被漢人視為化外之地的山區，因而臺灣

島上所有的一切資源，都必須歸於日本帝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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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以下兩則資料均是關於某一抗日事件，資料一是以事件主導著的角度進行描寫，資料二則是以旁觀者的

角度進行敘述，請根據資料回答第 24-25 題： 

 

 

 

 

24. 請問，關於此次抗日事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發生於南投縣仁愛鄉 （B）為原住民的武裝抗日事件 

（C）主導者以宗教組織號召民眾（D）屬於漢人的非武裝抗日事件 

25. 依線索判斷，此事件最可能與何人有關？ 

（A）唐景崧 （B）丘逢甲 （C）莫那魯道 （D）余清芳。 

 

 

資料一：……倭賊猖狂，造罪彌天，怙惡不悛。乙未五月，侵犯臺疆，苦害生靈，……今年乙卯五月，倭賊到臺二

十有年已滿，氣數將終，天地不容，神人共怒。 

資料二：此組織作戰時會舉行扶乩儀式，請五福大帝降臨，並用乩筆在放有沙盤的桌子上寫下行動的提點，例如這

次要往東或往西走。行動前還曾舉行過祭旗儀式，透過殺牲或殺人，將血噴在元帥旗上，讓旗幟變得有靈性，以作

為一種精神象徵，也像一種地方社會的私刑，用來對付群體中的害群之馬或奸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