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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道明中學第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次段考國一歷史科試題 

 範圍：康軒版第 5-6課                   出題:呂嘉凌老師  審題:余承叡老師 

共 40題(01-20題每題 3分，21-40題每題 2分) 

01.  (  ) 上歷史課時，老師以右圖輔助教學。請問：該課堂講述的內

容，何者敘述錯誤？ (A)港口開放的順序為丙→乙→甲 (B)俗諺─「一

府二鹿三艋舺」 (C)清領時期漢人的開墾由南而北 (D)「洋行」發展

過程。 

02.  (  ) 他是加拿大牛津郡人，來台傳教，據說他幫台灣人拔了兩萬

一千顆牙，救助清法戰爭的傷兵，創立醫院，開啟台灣醫學護理並重的風氣。關於他的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A)他是天主教道明會傳教士 (B)他建立了後來的台南新樓醫院 (C)他是馬雅各 (D)

他設立台灣第一所女子學校----淡水女學堂。 

03.  (  )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一個某，卡贏三個天公祖」， 此兩句俗諺反映清帝國時

期臺灣社會的何種現象？ (A)由天公祖得知，應是反映在地信仰之事 (B)強調男尊女卑的漢人社

會 (C)學習平埔族母系社會的社會型態 (D)因渡臺禁令使台灣男女人口比例失衡。 

04.  (  ) 關於台灣民變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荷蘭統治時期有郭懷一事件 (B)清時最大規

模是朱一貴事件 (C)林爽文事件之後諸羅縣改嘉義縣 (D)在同治年間發生的戴潮春事件歷時最久。 

05.  (  ) 嘉嘉看到一張臺灣在清帝國時期的重要出口商品統計表，如

右圖所示，由圖中可知當時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為甲、乙、丙商品，這三

樣商品按照順序來看應該是下列何者？ (A)樟腦、糖、茶 (B)糖、茶、

樟腦 (C)樟腦、茶、糖 (D)茶、糖、樟腦。 

06.  (  ) 瑋樺最近愛上一套書籍--「漫畫臺灣史」，請問：他在此書

中最不可能看到清領時期臺灣人從事下列哪一種活動？ (A)到台南郵

政總局上班 (B)在臺南製糖賣糖 (C)祭拜土地公 (D)在大稻埕茶行工作。 

07.  (  ) 林家花園是板橋林家所蓋的園邸，林家是臺灣早期首屈一指的大家族之一，其園邸美輪

美奐，令人嘆為觀止，在花園內部有一座林姓宗祠，為當時林家共同血緣親屬間最重要的祭祀中心。

請問：這座宗祠所祭祀的應該屬於下列何者？ (A)唐山祖 (B)開臺祖 (C)媽祖 (D)有應公。 

08.  (  ) 高雄陳中和家族為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第一代陳中和年輕時，憑藉其經辦業務的特長，

與外國人斡旋收購商品並銷售海外逐漸嶄露頭角。根據上文，陳中和最可能的身分是下列何者？ 

(A)郊商 (B)傳教士 (C)清代官員 (D)買辦。 

09.  (  ) 歷史課老師開始個別介紹三大民變的前因後果，他在

介紹其中一個事件時，以右圖赤崁樓前的記功碑作為對此次事件

的開場介紹，此記功碑內容是乾隆皇帝為紀念其平定某事件而加

以撰文紀念，請問此一事件是什麼事件呢? (A)朱一貴事件 (B)

戴潮春事件 (C)林爽文事件 (D)大港口事件。 

10.  (  ) 文斌是清領前期從廣東省潮州隻身來台的粵籍人士，

他在內心徬徨無助之時，會尋求神明的保佑與協助，請問:依據

他的身分判斷，他應該會去祭拜哪一位原鄉神明？ (A)三山國王 (B)有應公 (C)媽祖 (D)開漳聖

王。 

11.  (  ) 頂下郊拼為西元 1853 年發生於艋舺的分類械鬥，是同安人的下郊與三邑人的頂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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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爭奪艋舺碼頭而發生的衝突。由此可知，會發生這樣的衝突，其主要原因應是下列何者？ (A)

開墾糾紛 (B)商業競爭 (C)宗教衝突 (D)官逼民反。 

12.  (  ) 有資料顯示，乾隆時期臺灣的移民分布如下：「按全臺大勢，漳泉居民十分之六七，廣

民在三四之間。以南北論，則北淡水、南鳳山多廣民，諸、彰兩邑多閩戶；以 內外論，則近海屬

漳泉之土著，近山多廣來之客莊。」 關於這段文字的解讀，下列何者正確？ (A)清帝國時期臺灣

的移民中，廣東移民多於福建移民 (B)臺灣南、北部以福建移民為主，中部以廣東居多 (C)閩南人

多居住於近海平地一帶，客家人多居住於近山丘陵一帶 (D)清帝國時期的漢人移民主要來自福建

省與浙江省 

13.  (  ) 平埔族人原本沒有姓氏只有名字，乾隆 23 年(西元 1758 年)，清廷諭令：「平埔各族

薙髮同時賜姓」。當時賜給平埔族群的姓氏包括：潘、陳、劉、戴、李、王、錢、 斛、蠻、林等，

實際上取用潘姓最多。請問：此政策之用意為何？ (A)防止改信基督教 (B)開山撫番政策 (C)傳

播 漢人信仰 (D)加速平埔族群漢化。 

14.  (  ) 今日我們常常聽到「輸人不輸陣、輸陣歹看面」的俗語與分裂械鬥頻繁的歷史有關。

下列哪個原因較不可能成為「械鬥」的因素？ (A)羅漢腳眾多，爭奪水源田地 (B)墾民劃分祖

籍或姓氏 (C)郊商商業利益衝突 (D)行政區劃過於繁雜。 

15.  (  ) 清帝國在戰爭失敗後，被迫簽訂條約，臺灣正式對外開了四個港口。請問：下列何者並

不屬於其中？ (A)鹿港 (B)雞籠 (C)安平 (D)打狗。 

16.  (  ) 清代開墾土地需要龐大資金，所以大多採合資方式共同拓墾，西元 1835 年組成的「金

廣福」墾號就是一例，請問：從其命名可以看出有哪些族群參與了合資？ (A)閩南人與熟番 (B)廣

東人與福建人 (C)漳州人與泉州人 (D)客家人與平埔族。 

 

 

 

 

 

17.  (  ) 從上面的故事裡，這三人的後代還共同祭祀陳遠寧，關於此種組織的敘 述，下列何者

正確？ (A)以來臺的第一代祖先為祭祀對象 (B)祭祀費用是從祖產的一部分支出 (C)屬於「開臺

祖」的宗族組織 (D)具有團結同姓移民的功能。 

18.  (  ) 右列為＜平台紀略＞康熙年間的部分

記載，依此判斷，該內容是指下列哪一個歷史事

件？ (A)鄭經攻取中國 (B)戴潮春事件 (C)朱

一貴事件 (D)林爽文事件。 

19.  (  )  1860 年代以後，臺灣政治經濟重心逐漸由南部轉移至北部，其主要原因為何？ (A) 

南部米糖生產減少，經濟蕭條 (B)南部未開放對外的通商口岸，導致發展落後 (C)北部由於臺灣

建省，而成為政治中心 (D)北部出口茶與樟腦，帶動城鎮興起。 

20.  (  )  開港通商後，隨著西方人到台灣從事貿易買賣，帶給台灣最大的不幸是什麼﹖(A)紡

織品大量銷往台灣 (B)軍用品買賣，造成社會不安 (C)鴉片成為最大宗進口商品 (D)西方教育取

代了科舉制度。 

21.  (  ) 清帝國統治時期，漢人不斷越過番界開墾，壓縮原住民的 生活空間，常導致對立衝突，

最後迫使原住民向他處遷徙。關於原住民族遷徙狀況，何者敘述正確？ (A)當時遷徙以高山族為

主 (B)部分西拉雅族移往花蓮、臺東 (C)噶瑪蘭族從花蓮遷徙至宜蘭 (D)原住民多往北部移動。 

清代時，福建的陳天波、陳敏之及陳萬朝三人渡海來台。初期，他們並沒有久留台灣的打算，

經常把賺的錢帶回泉州家鄉，同時也回去泉州祭祀家族遠自河南的陳姓祖宗陳遠寧。但過了一

段時間後，他們覺得台灣其實生活環境比泉州好得多，便決定定居台灣，這三個人娶平埔族之

女，傳下子孫，仍繼續回泉州祭祖。後來陳家的後代開始編族譜，偶而還回泉州祭祀陳遠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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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 史書上記載：「1869年艋舺是北臺灣最大的商業中心，但到了 1898年淡水海關報告中卻

登記著：大稻埕人口 31,533 人，艋舺 23,767 人。」請問：此時大稻埕人口劇增的主要原因為何？ 

(A)大稻埕水圳完工，農業興盛   (B)淡水河改道  (C)艋舺地區樟腦輸出量日漸減少 (D)大稻埕

成為臺灣茶葉最大出口集散地。 

◎道明中學國一 11 班，寒假決定單車壯遊-西部台灣之旅，從高雄一路騎到桃園再搭火車回到高

雄，請根據國一 11班經過的路線回答相關問題。 

23.  (  ) 第一站騎到臺南，11班同學們參觀全臺第一間西醫院–新樓醫院。此醫院是由來自英國

的傳教士所修建，他到臺灣後為民眾進行免費的醫療服務，但不久後傳出謠言，說他施行邪術，挖

取人心、內臟和眼睛來煉製藥物與鴉片，導致民眾包圍攻擊診所和教士。直到一段時間後，眾人對

他的接受度增加後，他才建立第一間西醫醫院。請問：此醫院可能建立於何時？ (A)1661 年 

(B)1684 年 (C)1721 年 (D)1865 年。 

24.  (  ) 第二站 11班同學們騎到鹿港老街參觀了泉郊會館，「郊」是臺灣商人為了配運貨物和控

制商品價格等目的形成的商業組織 。請問：「泉郊」的成立，是剛好配合課本提到依照下列何者劃

分？ (A)貿易商人的祖籍 (B)貿易商品的種類 (C)貿易商品的製造地點 (D)貿易商品的出口地。 

25.  (  ) 導師帶 11班孩子們騎單車在鹿港參觀導覽時，文史工作者指出：「早期鹿港約有 60 個

隘門，現僅存的一座隘門在後車巷，上方寫著『門迎後車』，建於 1830年，今為縣定古蹟。」早期

鹿港隘門的遺蹟，見證了下列何項史實？ (A)漢原衝突 (B)政府提倡文教發展 (C)外患頻傳 (D)

械鬥頻繁。 

26.  (  ) 第三站 11班同學們的路線是騎至新竹享用有名的貢丸和米粉當午餐，並前往參觀「開

臺進士」的府邸。他們去參觀清帝國時期，臺灣第一位進士的家。請問：這位開臺進士是誰？ (A)

鄭用錫 (B)沈葆楨 (C)沈光文 (D)李春生。 

27.  (  ) 最後一站 11班同學們騎到前往大溪老街享用豆干等

美食作為完美行程結束。透過當地長輩介紹，得知大溪的崛起是

因為光緒 16 年 北路磺腦專賣局的設立，使此地成為甲、乙兩

樣商品及木材的集散地，船舶可由淡水、大稻埕、艋舺、新莊 直

抵大溪。當時的大溪商家雲集，多達三、四百家。請問：甲、乙

商品是指什麼東西？ (A)茶葉、樟腦 (B)蔗糖、茶葉 (C)鹿皮、

蔗糖 (D)蔗糖、樟腦。 

28. (  ) 右圖為清代臺灣產業分布圖，請問台灣開港通商後，

關於主要外銷商品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地所產商品是開

港後最大宗輸出品 (B)乙地所生產的商品出口歷史最為悠久

(C)大稻埕是丙地商品的加工集散地 (D)這些輸出品主要經由

郊商外銷到全球。 

29. (  ) 英法聯軍，清廷戰敗，被迫簽約開港，這事對台灣有重大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有誤﹖(A)

安平英商德記洋行，最早成立於 18 世紀中葉 (B)洋行雇用「買辦」協助採買的翻譯與交涉，有

些買辦進而獨立經營商務，成為新興商人 (C)最重要輸出品有茶、糖 、樟腦，銷往日本、東南亞

與歐美 (D)西方宗教與 西方近代文明再度進入台灣。 

30. (  ) 星羽在清帝國統治初期(雍正五年)移墾台灣，就當時情況而言，他可能看到或聽到何種

現象？ (A)淡水地區「洋行」林立 (B)林爽文事件之後，清廷將諸羅縣改為嘉義縣 (C)商賈士

紳設隘門維護地方安全 (D)有應公廟是原住民的祭祀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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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 關於清帝國時期的「郊」與「洋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洋行出現於臺灣開港

通商之後 (B)郊是由外國使節和臺灣買辦共同組成 (C)行郊設立在臺灣四個通商口岸 (D)洋行在

臺灣開港後漸漸沒落。 

32.  (  ) 右圖是清帝國統治時期,漢人在臺築成的水利設施。若要

按照這些水利設施的完成時間排序,下列何者正確? (A)甲一乙→丁

→丙 (B)乙一丙一丁→甲 (C)丙→乙→甲→丁 (D)丁一丙→乙→

甲。 

33.  (  ) 關於清帝國前期在台灣的水利建設，下列哪一項說明正

確？ (A)瑠公圳─施世榜父子興建的水圳 (B)貓霧捒圳─灌溉面積

最大的水圳 (C)曹公圳─官方主導興建的水圳   (D)八堡圳─由漢

人與原住民合作開發的水圳。(改編歷習) 

34.  (  ) 清朝統治臺灣前期，商人曾經在臺組織「行郊」這樣的商

業組織，這類組織成立的目的為何？ (A)整合地方宗教 ，使宗教衝突減低 (B)控制商品價格，維

護商人利益。 

35.  (  ) 開港通商後，臺灣生產的茶葉大量運銷歐美等國，造成何種影響？ (A)外銷茶葉的郊

商，因此成為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 (B)促使臺灣東部大量開發，與原住民族發生大規模衝突 (C)

帶動中北部城鎮的興起，臺灣的經濟重心漸轉移到北部 (D)隨著安平港的開放，嘉南平原從此成

為茶葉的主要產地。(歷習) 

36. (  ) 右圖是歷史老師描述某時期台灣發展趨勢的教材，可以看出西部

向埔里、宜蘭及東部地區的移動方向。請問:歷史老師正在進行哪一主題的

教學? (A)18 世紀吳沙帶領漢人武裝開墾東部地區的路線 (B)19 世紀推行

開山撫番後高山原住民的遷移 (C)19 世紀平埔族群面對漢人移墾衝擊後的

遷 (D)19 世紀西方文化再傳入的發展方向。 

37. (  ) 1870年代，台灣的出口貿易商品中，茶葉不但取代蔗糖，更成為當

時最大量的外銷物品。請問:此發展對臺灣有什麼影響? (A)一府二鹿三艋舺

一說的出現 (B)經濟重心逐漸轉移至北臺灣 (C)臺灣南部城鎮更為繁榮發達 

(D)清廷宣布提高台灣行政層級。(歷精) 

38.  (  ) 康熙 23年，清廷同意開放□□與廈門進行貿易，此後臺灣各地生產的米穀，會先用牛

車、小船載運至□□，然後裝載於大船上運往廈門，□□成為當時唯一與中國大陸進 行商業貿易

的港口。請問：□□應填入哪一個地點較適當？ (A)淡水 (B)基隆 (C)八里坌 (D)鹿耳門。(歷習) 

39.  (  ) 清代臺灣吏治不良，駐防軍隊軍紀敗壞，加上民間祕密結盟風氣盛行，經常發生反抗官

府的民變。下列何者最能解釋民變的意義？ (A)奴隸反抗雇主  (B)地方反抗中央  (C)人民反

抗官府  (D)農民反抗地主。(歷習) 

40. (  ) 附表是臺灣三個不同時期對外貿易的主

要進出口貨物，依所處時代先後順序排列應是下列

何者？ (A)乙丙甲 (B)乙甲丙 (C)丙甲乙 (D)丙

乙甲。(歷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