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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道明中學第 105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一年級歷史科試卷 

一、選擇題:50題(一題 2分)                                   出題:呂嘉凌 

01. （  ）「西元 1895年是決定台灣命運的一年，因為對岸的祖國，在戰敗後已將台灣拋棄，而面對新的主人和台灣未卜的 

將來，台灣巡撫在府衙內一籌莫展。」根據上文，何者正確？ (A)台灣更換主人是因為馬關條約的簽訂  (B)由於這場戰爭，

是因台灣問題爆發  (C)文中所稱的巡撫為劉銘傳  (D)最後鎮守台南的唐景崧退回中國後，日本控制全台。 

02. （  ）右圖為西元 1911~1941年台灣輕工業生產指 

數圖。由圖中資料可知，1930年代以後，台灣輕工業生產指數大幅上升，這與下列

何者有關？  (A)日本政府推動內地延長主義  (B)日本的南進政策   (C)總督府

積極發展台灣新式糖業  (D)「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政策的推動。 

03. （  ）承上題，圖中 1934年後輕工業指數大幅上 

升，主要跟何者的建造有關？ （A）八堡圳 （B）嘉南大圳  (C)日月潭水力發電所  

（D）基隆港。 

04. （  ）日治時期，前總統李登輝曾取岩星政男的日本名，主要是為了配合台灣 

總督府推行的何項政策？ (A)內地延長主義  (B)新文化運動  (C)無方針主義  (D)皇民化運動。 

05. （  ）台灣民主國的抗日行動一直至何人撤出台南後才正式宣告瓦解 ?  (A)唐景崧  (B)丘逢甲  (C)劉永福  (D)羅福 

星。 

06. （  ）日治時期，日本陸續設立新式製糖廠，嘗試採用機器搾糖。請問：臺灣第一座新式糖廠建於下列何處？  (A)南

投  (B)高雄  (C)苗栗  (D)臺南。 

07. （  ）臺灣總督府為了提高臺灣農業的生產量，所採取的經濟措施有哪些？甲.興建大型水利工程；乙.改良品種；丙. 

引進黃牛來耕作；丁.引進農業新技術 (A)甲丙丁 (B)甲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丙。 

08. （  ）西來庵事件又稱為「噍吧哖事件」，而此事件對漢人的抗日運動有何影響？  (A)抗日運動化暗為明，並且亦加

入許多原住民的分子  (B)漢人武裝運動結束，改以政治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臺人的權利  (C)由於日本強勢鎮壓，從此不

再有抗日事件  (D)漢人的武裝運動從此變本加厲，日人防不勝防。 

09. （  ）下列有關日治時期「保甲制度」的敘述，何者為「非」？  (A)為壓制抗日勢力而實施  (B)主要負責調查戶口、 

監視出入者  (C)實行連保連坐責任制，做為軍隊的輔助  (D)隨著社會秩序的安定，被轉換成基層行政的輔助機器。 

10. （  ）筱篠擔上網查甲午戰爭的爆發始末，發現當初導致中日開戰的是因哪個地區內部發生動亂，促使日本趁機出兵， 

導致中日兩國開戰？ (A)台灣  (B)琉球  (C)越南  (D)朝鮮。 

11. （  ）台灣總督府在西元 1919年將治台政策改為「內地延長主義」，主要是受何人提出的民族自決所影響？ (A)日本 

天皇 (B)李鴻章 (C)威爾遜 (D)樺山資紀。 

12. （  ）日治時期，臺灣哪一港口是溝通日本、南洋之運輸橋梁，並在日本積極構築、擴建下成為日本的南進基地，但也

因此成為美軍轟炸的目標之一？  (A)基隆港  (B)高雄港  (C)臺中港 (D)安平港。 

13. （  ）資料一：「1898 年，為了徹底控制臺灣......經採納辜顯榮建議，並參考清治臺灣所實施的□制度，制定「□條 

例」，□便扮演著有效掌控臺灣人生活細節的角色。」資料二：「警察既然掌握了□，警察力就滲透了行政的底層，因此反而

增加了警察的力量。總之講到統治臺灣不能忽視警察，講到警察不能忽視□」。請根據上述資料判斷，□是指  (A)保甲制

度  (B)戶口調查  (C) 鐵路交通  (D)林野調查。 

14. （  ）1936 年以後，日本在臺的發展策略為何？  (A) 農業臺灣，工業日本  (B)工業臺灣，農業南洋(C)工業日本， 

農業南洋  (D)農業臺灣，工業南洋。 

15. （  ）日治時代，總督府曾先後舉辦大型的博覽會，向世人介紹台灣的物產與建設，試問下列那一項物產不屬於博覽會 

的成品？  (A)樟腦  (B)鳳梨  (C)紡織品  (D)茶葉。 

16. （  ）「這個時候的日本，為取得□、□等資源，即以東南亞為侵略目標，臺灣因而成為南進政策中重要的補給基地。」

請問□、□是指哪些資源？  (A)石油、煤礦 (B)橡膠、香料 (C)咖哩、煤礦 (D)石油、橡膠。 

17. （  ）有首新詩在原住民間流傳：「憑我們有這一身，我們有這雙腕，休怕他毒氣、機

關槍！休怕他飛機！爆裂彈！來！和他們一起拼！」請問這首抗日史詩發生地點應在右圖何

處？  (A)新竹州  (B)臺南州  (C)臺中州  (D)花蓮港廳。 

18. （  ）呈上題，請問此事件領導人為?  (A)羅福星  (B) 莫那魯道(C) 余清芳 (D)唐 

景崧。 

19. （  ）右圖為日治時期臺灣行政區圖，請問：日人在右圖何處成立當時最高統治機關「總

督府」？ (A)臺北州 (B)臺中州 (C)  臺南州(D)花蓮港廳。 

20. （  ）「他為印尼華僑，祖籍廣東，年少來台。因曾經參加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並受到

中國革命成功的影響，奉孫中山之命回到臺灣成立同盟會支部，籌備抗日起事，主張以革命

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結束臺灣遭受異族統治的命運。於西元 1913年以苗栗為中心，號召同志起義抗日 ，後被日警逮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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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死刑。」請問上述文字是對何人的介紹？  (A)羅福星  (B)余清芳  (C)劉永福  (D) 丘逢甲。 

21. （  ）朱莉燁在課堂上發表有關於日治時期經濟政策的概況，內容如下甲.整建基隆港、高雄港 乙.環島鐵路完工，使

台灣島上交通更便捷 丙.鼓勵台灣人成立新式糖廠，第一間糖廠在台南  丁.興建嘉南大圳，灌溉水源來自烏山頭水庫  戊.

進行農業試驗，改良出蓬萊米，主要供應日本人食用。關於朱莉燁的報告內容，正確的有哪幾項？  (A)甲乙丙  (B)丙丁戊  

(C)乙丙丁  (D)甲丁戊。 

22. （  ）下列發生在日治時期的史事：甲.內地延長主義 乙.皇民化運動 丙.無方針主義時期，依發生的先後排列為何？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 (D)丙甲乙。 

23. 請問上題所呈述三階段所派任「總督性質」應分別為何者？  (A)文官、武官、文官  (B) 武官、武官、文官  (C)文官、 
文官、武官  (D) 武官、文官、武官。 

24. （  ）日本殖民台灣後期，台灣地區工業發展的相關敘述如下 ：請問錯誤的選項是 ?  (A)主力發展軍需工業  (B)民 

生輕工業也有顯著成長 (C)台灣開始從農業社會轉型，處於半工業與半農業的狀態  (D)此一時期正處於無方針主義政策時

期。 

25. （  ）回顧臺灣鐵路的發展歷史，至今已超過百年，下列說法何者錯誤？  (A)劉銘傳建設第一條鐵路，開啟臺灣交通 

新紀元 (B)日治時期鐵路北通基隆，南達屏東 (C)最早通車的一段是基隆到臺北的鐵路 (D)這條鐵路成為日本人接手興

建南北縱貫的藍本。 

26. （  ）日治時期的行政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巡撫為最高行政首長  (B) 地方行政長官採官派  (C)地 

方行政劃分為五縣三廳 (D)村里長管理地方行政。 

27. （  ）宮藤說，他的爺爺在 1940年前曾到臺灣工作，主要是負責維護地方公共秩序，並監督各項地方事務的運作，在 

地方上擁有很大的權力，臺灣人對他都畢恭畢敬。宮藤的爺爺在臺灣時，可能擔任什麼職務？ (A)總督  (B)警察  (C)

壯丁團團長  (D)保正。 

28. （  ）戶籍是政府管理社會的重要憑藉，戶籍資料裡除了姓名、年齡、居住或遷移等紀錄外，也記錄著與本人有關的各 

項記事，請問臺灣的戶籍資料登錄中出現「本籍與族稱、屬於哪個保甲、是否吸食鴉片」，最早可能是出現在何時、何地？  (A)

西元 1860年，淡水  (B)西元 1895年，基隆  (C)西元 1945年，臺南  (D)西元 1905年，臺北。 

29. （  ）日治時期，日本國會通過哪一條法律，授權臺灣總督不僅總攬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更擁有立法權？  (A)《法 

三號》  (B)《三一法》  (C) 《六三法》  (D)《三六法》。 

30. （  ）日本治臺期間，曾特別成立一項機構。此項機構的成立，除了首次將近代金融制度引進臺灣，成為日本在臺灣發 

展資本主義的「基礎工程」，更可「開發臺灣富源，謀求經濟發展，進而將營業範圍擴大到南洋地方及南洋諸島……同時逐

漸為我國人（日本人）在臺灣辦理事業給予方便」，請判斷此項機構為何？ (A)專賣局 (B)臺灣銀行 (C)農民信用合作社 

(D)郵便局。 

31. （  ）下表為靑騰所整理的「臺灣民主國」相關人物表，請問何者有誤？ 

 人物 重要性 

（A） 唐景崧 臺灣民主國總統 

（B） 丘逢甲 倡議成立臺灣民主國 

（C） 余清芳 在台南抗日，最後被殺 

（D） 劉永福 在南部抗日 

32. （  ）日治時期所謂的「大人」指的是 ?  (A)保正  (B)甲長  (C) 警察  (D)廳長。 

33. （  ）某本介紹臺灣港口的書提到：「這座港口在清末開港通商，曾受到中法戰爭的戰火波及。日本統治時重新整建， 

由於該港位置較接近日本，因此成為當時進出臺灣的主要門戶。商人及旅客可以在港邊的車站搭上火車前往其他地方。」這

段話最可能是介紹下列何者？  (A)淡水  (B)基隆(C)安平  (D)高雄。 

34. （  ）日本殖民時期(1895-1945年)，日本在其統治區內所派駐警察密度最高的地區是 ?  (A)滿州國  (B)朝鮮  (C) 

日本本土  (D)台灣。 

35. （  ）清代統治後期，台灣開始推動一些近代化建設；日治時期，進一步拓展了台灣的建設規模，為日後經濟發展奠定 

基礎。下列何者不是這兩個時期共同的建設項目？ （A）進行土地調查  （B）興築鐵路   (C)發展郵政體系  （D）統一幣

制。 

36. （  ）他是臺灣總督府的技師，長期獻身臺灣水利工程之調查、設計及督造工作。他設計建造的嘉南大圳，是當時亞洲 

最大的水利工程，對臺灣的農業發展貢獻極大。請問此人為？ (A)磯永吉 (B)八田與一 (C)樺山資紀 （D）後藤新平。 

37. （  ）此座水庫完成後，最有助於提升哪些農產品的生產量？甲.茶葉 乙.稻米 丙.蔗糖 丁.樟腦  (A)乙丙丁 (B) 

甲乙丙  (C)乙丙  (D)甲丙丁。 

38. （  ）日本軍隊於何處登陸，準備接收台灣 ?  (A)基隆  (B)淡水  (C)澳底  (D)台北。 

39. （  ）日本法官：「你打傷人，依台灣法律判刑一年。」 柯霹伯：「判太重了，傷害罪在內地最多判刑三個月，政府 

現在不是強調台灣與日本法律相同嗎？」上述對話，最可能發生在什麼時候？ (A)1895年  (B)1945年  (C)1938年 (D)19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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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要求臺灣人原來在正廳供奉的神像與祖宗牌位、神像等通通燒掉，改奉「神宮大麻」於正廳。此一時期，日人所 

增建的神社數量為原來的一倍左右，圓山的臺灣神社因此於 1944 年升格為「臺灣神宮」，成為臺灣第一大神社。請問這種以

日本國家神道信仰取代臺灣的傳統信仰，發生在什麼時期？ (A)皇民化時期 (B)武裝抗日時期 (C)無方針主義時期 (D)

乙未抗日時期。 

41. （  ）回憶台灣史上荷治、鄭氏治台、清領及日治時期，得知其共同點之一是哪一項產物的外銷  (A)糖  (B)米  (C) 

樟腦  (D)茶葉。 

42. （  ）日治時期全面推行保甲制度，類似今日台灣的村（里）鄰長制度。小琳翻閱史料她的現居住地發現當時有五位人 

士擔任保正，請問當時共有幾戶﹖ (A)五千戶 (B)五十戶 (C)五百戶 (D)一千戶。。 

43. （  ）有關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治臺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臺灣總督府是日人在臺的最高統治機關 (B)地方 

官員全由官派 (C)地方政府有自主與自治權 (D)形成總督專制體制。 

44. （  ）日治初期，抗日事件層出不窮，軍費龐大，部分日本議員提議將台灣賣給外國，但某官員反對，這位官員後來成 

為台灣總督，他所任用的台灣民政長官提出經營計畫，結果後來證實台灣是資源豐富的寶地，請問民政長官應為何人? (A)

兒玉源太郎 (B)樺山資紀 (C)八田與一 (D)後藤新平。 

45. （  ）臺灣西部河川多東西流向，造成早期南北陸路交通不便。請問：要到何時，臺灣南北陸路交通開始通行無礙，此 

種現象獲得改善？ (A)日治時期的基礎建設 (B)為 1930年代進攻菲律賓準備 (C)清領後期的開港通商 (D)皇民化時期

建設。 

46. （  ）日前新聞常報導台北大巨蛋興建過程引起諸多討論，大巨蛋位於松山文創園區，而園區前身為日治時期的「總督 

府專賣局松山菸草工廠」。請問：關於日治時期的專賣制度有何特色？  (A)茶葉、蔗糖跟稻米等皆列入專賣項目  (B)導致

日本政府對台灣的補助逐年增加  (C)為配合南進政策，目標「工業台灣」  (D)目的是增加財政收入，獲得豐厚利潤。 

47. （  ）翔翔研究臺灣抗日事件時，發現某人深信以宗教的力量可喚起臺灣人的團結，來對抗日 

本人殖民統治，因此以宗教為名義，發起一場抗日事件。請問：此事件發生的地點位於附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48. （  ）日治時期在台灣展開的各項基礎建設，何者並「不包括」在內？(A)調查土地，確定土 

地所有權  (B)將無主之山林地皆收歸國有  (C)設立台灣史上最早的電報局  (D)統一度量衡，確保

交易公平。 

49. （  ）老師上課時介紹某位歷史人物：「他是臺灣清治時期末代巡撫。1895 年臺灣民主國成立 

時，出任總統。基隆陷落後，帶著官銀逃到滬尾（今淡水），乘船棄職逃回中國。」請問他是 (A)

劉永福 (B)丘逢甲 (C)唐景崧  (D)劉銘傳。 

50. （  ）某一天《台灣日日新報》的社會版面出現下列新聞標題：(甲)台灣實施米、肉等物資配給制度 (乙)年輕的陳美 

芳被騙到南洋，淪為慰安婦  (丙)台東的林文川改名為小林川太郎，被徵召前往中國東北。請問：此三則新聞最可能發生

在下列哪一事件後？ (A)甲午戰爭結束後   (B)中法戰爭結束後   (C)中日戰爭爆發後  (D)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解答 

01-10ABCDCBBBCD 

11-20CBABCDCBAA 

21-30DDDDBBBDCB 

31-40CCBDDBCCDA 

41-50ACCDADDC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