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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道明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段考國一歷史科試卷 

範圍：康軒版第二冊 L1~L2           共 40題，1-20題每題 2分，21-40題每題 3分，共 100分 

出題：余承叡老師 審題：呂嘉凌老師  

1. 日記是供歷史學者研究過去的重要資料，日治時期曾留下諸多日記，如行醫於臺南的吳新榮醫

師所寫下的《吳新榮日記》。某日的《吳新榮日記》中記載：「今天，收到長女朱里的東國民學

校入學許可通知。第一，我家並非國語家庭；第二，我家沒有日式改姓名，因此，曾擔心能否

入學。但南星已入學了，而校長和視學也很好意，才得到許可的吧！」請問：該段日記最可能

寫於下列何一時期？ 

（A）1895-1919（B）1919-1937（C）1937-1945（D）1945-1960 

2. 日治時期之臺灣有「糖業王國」之美名，但美名背後卻是蔗農的辛酸血淚。請問：下列選項，

何者屬於日治時期蔗農受欺壓之原因？ 

（甲）總督府圖利日本資本家之新式製糖廠（乙）糖廠統一收購甘蔗，蔗農無法自由買賣 

（丙）工業臺灣政策強制要求蔗農不得種蔗（丁）日月潭水力發電廠營運後引發環境汙染 

（A）甲乙（B）乙丙（C）甲丙（D）丙丁 

3. 玉井事件與霧社事件，兩起事件同為日治時期之重要抗日事件。阿明比較兩件事件的相同之處，

下列比較何者最為正確？ 

（A）皆在內地延長主義時期（B）皆發生於武官總督執政時 

（C）最終都未能成功抗日（D）皆發生於臺灣北部山區地帶 

4. 甲午戰爭並非因臺灣問題而開戰，卻影響了臺灣的命運。請問：甲午戰爭之所以爆發，與下列

何地最為相關？ 

 （A）朝鮮（B）越南（C）琉球（D）澳門 

5. 右圖為〈1911-1940年，臺灣輕工業生產指數圖〉，請判斷，圖片上

完工的「？」應為下列何者？ 

（A）日月潭水力發電所（B）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 

（C）臺灣西部縱貫鐵路（D）高雄港與臺中港 

6. 1896年，日本國會頒布「六三法」。請問：六三法頒布後，對日治時

期之臺灣將造成何一影響？ 

（A）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開啟日治時期（B）內地延長主義開始，改任文官為總督 

（C）統治轉向嚴格，始推行國語家庭政策（D）總督得掌握行政、立法、軍事等權力 

7. 某期《臺灣民報》中，刊有戴天仇所寫之〈就日本的東洋政策而言〉，文中提到：「宜尊重朝鮮

和臺灣的民族自由，允許召集人民議會及設立自治政府。在南洋也當允許人民自治，以示民族

平等。」請問：該文章最可能受到以下何人之言論影響？ 

（A）李鴻章（B）威爾遜（C）余清芳（D）八田與一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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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阿王看到某本書中記載：「1895 年六月，隨民主國第一任大總統逃亡回清，群眾推舉黑旗軍統

領，暨民主國大將軍為臺灣民主國第二任總統，並定總統府於臺南大天后宮。」請問：書中描

述之臺灣民主國第二任大總統，應為下列何人？ 

（A）唐景崧（B）丘逢甲（C）劉永福（D）郭懷一 

9. 日治時期之警察可說是協助總督府統治之治理單位，對臺灣亦造成諸多影響。請問下列何者並

非日治時期警察制度所帶來之影響？ 

（A）提高政府政令宣傳效率（B）穩定山地之原住民部落 

（C）穩定維護臺灣良好治安（D）推廣傳播民族自決思想 

10. 下列關於日治時期「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時期之敘述，何者正確？ 

（A）設立新式製糖廠，積極照顧農民權益（B）改良蓬萊米成功，多數賣回母國日本 

（C）建日月潭水力發電所，電力供給增加（D）扶植軍需工業配合日本「南進政策」 

11. 日本治臺之初，政府曾設置「隘勇線」。請問下列關於隘勇線之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隔離漢人、日本人與高砂、平埔原民（B）隘勇線沿線皆交由保甲以及警察鎮守 

（C）用以鎮壓潛伏於山中之漢人武裝抗日（D）為先鎮壓漢人抗日而施行之防堵政策 

12. 日本漫畫《鬼滅之刃》改編為動畫、電影後可說是紅遍臺灣大街小巷。但僅有少數人知道，《鬼

滅之刃》是以日本「大正年間」為時代背景，其時代與日治時期幾乎重疊。請問：故事主角竈

門炭治郎出生於 1899 年 7 月 14 日，結束滅鬼行動時約莫 17 歲（1916 年）。若以現實史實作

為依據，請問 17歲的竈門炭治郎最不可能曾聽聞下列何一消息？ 

（A）總督府出動軍警鎮壓霧社（B）五年理蕃計畫的施行成果 

（C）西來庵事件的首謀遭逮捕（D）臺灣的西部縱貫鐵路開通 

13. 下列事件，何者發生於「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甲）噍吧哖事件（乙）霧社事件（丙）五年理蕃計畫（丁）日月潭水力發電所完工 

（A）甲乙（B）乙丁（C）丙丁（D）甲丙 

14. 近年亞洲地區出現一股漫畫風潮，除原先即為漫畫王國的日本屢創熱門新作外，韓國與臺灣亦

產出諸多風靡亞洲的優秀漫畫。熱愛漫畫的阿華企圖創作一部以1940年臺南府城一帶為背景，

兼具冒險與戀愛的少年漫畫。請問：下列劇情何者與史實最不相符？ 

（A）主角一家改日本姓、說國語以獲得國語家庭頭銜 

（B）男女主角搭火車環島，搭乘火車環遊臺灣一整圈 

（C）因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完工，電力供給越來越穩定 

（D）世代種蔗維生的女主角一家不斷受製糖會社欺壓 

15.傳說中廖添丁是劫富濟貧、英勇抗日的義賊，但史實上卻是讓政府頭痛的江洋大盜。《臺北廳搜

捕報告》中載，警務課長聚集村庄內「某些群眾」，威嚇道：「撲滅此敵人（廖），是您們唯一

的任務。若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將按連坐之法嚴加懲罰。諸位及諸位管轄之人民若無人提供食

物，他們何以能長時間躲藏？若是由他人發現犯人躲藏在所管轄的範圍內，則該管轄人須接受

嚴重的連坐處分。」請問：《臺北廳搜捕報告》中警務課長聚集的「某些群眾」，應為下列何者？ 

（A）高砂義勇隊（B）日本警察（C）保正甲長（D）國語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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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右表為阿芳為製作歷史報告而

尋找的資料。請問：阿芳製作之

歷史報告，應以下列何者為題？ 

（A）慰安婦的故事 

（B）高砂義勇隊的經歷 

（C）新式製糖廠的壓迫 

（D）嘉南大圳的建設 

17. 臺灣總督府於 1910年代開始興建由嘉義出發的阿里山鐵路。請問：阿里山鐵路之興建，目的

最接近以下何者？ 

（A）藉鐵路運送大量物資，支援隘勇線鋪設（B）方便日本軍警入山搜捕躲藏之抗日分子 

（C）得以更有效率開發、取得臺灣山林資源（D）令洋行與漢人茶商更便於入山種植茶葉 

18. 日治時期享譽國際的知名音樂家鄧雨賢，創作有傳唱至今的歌曲《雨夜花》，歌中以雨夜花暗

喻酒家女的悲情故事，唱道：「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見每日怨嗟，花謝落

土不再回。」隨某事件爆發，此歌在 1938年被總督府改編為《榮譽軍伕》一歌，唱道：「獻予

天皇，我的生命，為著國家，不會憐惜。進攻敵陣，搖舉軍旗，搬進彈藥，戰友跟進。如要凋

謝，必做櫻花，我的父親，榮譽軍夫。」請問：上文提及之某事件應為下列何者？ 

（A）第一次世界大戰（B）余清芳事件（C）中日戰爭（D）霧社事件 

19. 臺灣本土原先以「在來米」為主要生產稻米，至 1921年蓬萊米育種成功後，可說是影響甚鉅。

請問：下列何者屬於蓬萊米造成之影響？ 

（A）蓬萊米會社壓低收購價格欺壓稻農（B）甘蔗價格暴跌，製糖會社瀕臨瓦解 

（C）在來米外銷日本，臺灣食用蓬萊米（D）稻米產量增加，得以大量銷往日本 

20. 道明一年十九班的導師阿芳，要求班上同學策劃一場參照日治時期鐵路交通的鐵道小旅行，請

問下列何人規劃之行程最不符合當時歷史？ 

（A）小美：基隆到蘇澳，北海岸風情鐵路旅行（B）大壯：阿里山森林鐵路，林木芬多精饗宴 

（C）阿明：嘉義到高雄，南臺灣鐵路古蹟慢遊（D）小華：宜蘭到花蓮，東北角鐵路壯闊壯遊 

21. 臺灣總督對外宣稱：「臺灣的法制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視為內地的延伸，直接適用本國法

律，視為本國領土來統治。」臺灣總督治臺政策的轉變與下列何事有關？（習作題） 

（A）警察保甲制度實施（B）臺灣民主國的覆滅 

（C）中日兩國戰爭爆發（D）民族自決思潮出現 

22. 鹽是人類的生活必需品，早期臺灣鹽可自由買賣，直至 1899年 4月，兒玉源太郎總督下令將

鹽改為專賣，成立鹽務總館，並設立十九處支館。兒玉總督此一命令隨後便成為《律令第二十

五條》，開啟了臺灣的鹽專賣時期。請問：兒玉總督可任意頒布法律之職能，與下列何者最為

相關？ 

（A）南進政策（B）農業臺灣，工業日本（C）保甲制度（D）六三法 

23. 西元 1930年，臺灣曾爆發一場大規模的原住民抗日行動，日本軍警更是以飛機、大炮等武器

攻打原住民部落，引發國際輿論撻伐。此次原住民的行動是由何人領導？（習作題） 

（A）劉永福（B）莫那魯道（C）唐景崧（D）余清芳 

李淳阿嬤：22歲那年，阿嬤的鄰人告訴她已被區公所抽籤抽中，

要到海外工作，單純地以為是正當的工作，沒想到卻非如此。 

陳桃阿嬤：19歲那年，阿嬤在上學途中遇上警察，警察說帶阿

嬤上學，卻去了高雄港邊搭船，那一天改變阿嬤一生的命運。 

寶珠阿嬤：17歲那年，阿嬤的老闆告訴她，已被抽中去廣東為

日軍做服務，不識字的她，從未看過那紙徵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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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使臺灣出現諸多變化，請問下列何者為內地延長主義時期臺灣出現之變化？ 

（A）日臺合一，日臺就此同工同酬（B）施行警察與保甲制度管控社會 

（C）日本政府改派任文官總督治理（D）推行國語家庭與強化愛國教育 

25. 阿明：「此建設讓臺灣西南部旱地變良田，對臺灣農業發展功不可沒！」 

小美：「但它也讓政府得以控制水源，逼迫部分農民改種甘蔗而非種米。」 

請問阿明與小美討論之建設，應位於右圖何處？ 

（A）甲（B）乙（C）丙（D）丁 

26. 霧社事件是文藝創作中常受歌詠的歷史事件，如鹽月桃甫之畫作《母》、連

續劇《風中緋櫻》，或電影《賽德克．巴萊》。請問：下列何者，並非霧社

事件所帶來之影響？ 

（A）馬赫坡社被屠殺、迫害，人數銳減（B）開始五年理蕃計畫，強化控制山區 

（C）改以集團移住、移風易俗改變原民（D）原民認知武力抗日困難漸接受統治 

27. 右圖為 1896 至 1906 年，日治臺灣收入，與日本政府國庫補助折線

圖。圖中可見臺灣收入逐年增加，而國庫補助逐年遞減。請問：此一

現象與下列何者最為相關？ 

（A）專賣制度（B）西部縱貫線鐵路 

（C）戶口調查（D）土地與林野調查 

28. 日本統治初期，曾施行諸多政策管理山地原住民。請問下列何者不屬

於日治初期之管理政策？ 

（A）組成高砂義勇隊協助征戰（B）設隘勇線以限制生活空間 

（C）利用受教育之原住民治理山區（D）設置學校教導原住民 

29. 阿亮家中有一張被稱為「獨虎票」的傳家之寶如右圖，獨虎

票以老虎為圖案，出自 1895年官紳們為籌措抗日財源而發行

的郵票。票面左方之「士擔帋」三字，即為 Stamp（郵票）之

音譯。獨虎票雖因於極短的時間內發行、使用而品質粗糙，

但也因此數量稀少，成為集郵者心目中的夢幻郵票。請問：

「獨虎票」之發行，與下列何者最為相關？ 

（A）甲午戰爭爆發（B）馬關條約簽訂 

（C）余清芳領導抗日（D）中日戰爭開戰 

30. 「工業臺灣」政策下，臺灣諸多產業出現蓬勃發展。請問下列何者並非「工業臺灣」政策下，

總督府積極發展之產業？ 

（A）紡織業（B）食品加工業（C）軍需工業（D）高科技產業 

31. 一九三○年代以來，總督府積極在臺灣推動工業化建設，且將經濟政策調整為「工業臺灣，農

業南洋」，此次調整經濟政策的目的為何？（習作題） 

（A）視臺灣為日本進軍南洋的重要跳板（B）臺灣農業遭遇困境，轉向工業發展 

（C）臺灣礦產資源豐富，適合發展工業（D）吸引外國投資，加速臺灣工業發展 

 

乙 

甲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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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治時期，臺灣民間曾流行「第一憨，種甘蔗予會社磅」的諺語，此諺語反映出臺灣社會的何

種現象？（習作題） 

（A）蔗農人數過多（B）蔗農備受壓榨（C）甘蔗種植不易（D）甘蔗產量大增 

33. 右圖為 1900 至 1940 臺灣米產量折線圖，可見 1920 年代起，至

1940 年止，臺灣米產量呈現大幅上升。請問：此時期米產量上升

之原因，與下列何者最為相關？ 

（甲）蓬萊米改良（乙）工業臺灣，農業南洋 

（丙）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完工（丁）嘉南大圳完工 

（A）甲乙（B）乙丙（C）甲丁（D）丙丁 

34. 總督府推行「五年理蕃計畫」。請問：總督府推行計畫之目的，與

下列何者最為相關？ 

（A）建設橫跨臺灣之公路、鐵路（B）取得臺灣山地之林木、樟腦等資源 

（C）便於徵調原住民至南洋從軍（D）為使皇民化運動得以深入臺灣山林 

35. 總督府於治臺初期便推行土地與林野調查，掌握地籍資料與林野地產權資料。請問：土地與林

野調查造成下列哪些影響？ 

（甲）田賦收入增加（乙）便於徵稅（丙）原住民土地淪為國有地（丁）便於掌握人力資源 

（A）甲丙丁（B）甲乙丙（C）乙丙丁（D）甲乙丁 

36. 甲：唉呦，你這個中國錢不能用了！不知道現在政府規定只能用他們發行的貨幣嗎？ 

乙：是這樣嗎？那我得快換錢才行，不然被「大人」逮到就糟糕了！ 

關於上述對話，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貨幣由臺灣銀行統一發行 （B）「大人」指的是保正、甲長 

（C）時間發生於清治臺灣建省時（D）該貨幣可用於臺灣、澎湖、金門、馬祖 

37. 臺灣民間普遍有「媽祖接炸彈」之傳說。傳說往往指稱：敵軍空襲臺灣之際，媽祖顯靈，在空

中幻化形體，以衣袖接下敵軍空襲炸彈，庇佑鄉民倖免於難。待鄉民回廟祭祀媽祖，感謝神威

顯赫時，卻發現媽祖神像衣袖缺損、破洞，如同被炸彈燒焦。請問：該傳說最有可能在以下何

時開始流傳？ 

（A）臺灣民主國抗日（B）第一次世界大戰（C）霧社事件（D）第二次世界大戰 

38. 日治初期，臺灣的財政常需要日本國庫撥款補助，因此曾有人提議將臺灣以一億日元賣給法

國。後來總督府實行何種措施，使臺灣財政狀況大為改善，接受日本財政補助的情況逐年減少？

（習作題） 

（A）提高貿易關稅（B）統一各式貨幣（C）推行專賣制度（D）開放臺日貿易 

39. 某位長者回憶過去曾經歷的某事件道：「山上的人把毒氣叫做『鈾』。他們說會使人的神經錯

亂，改變人生，什麼都不想做，不會馬上死，但是會想自殺。心情一改變，就用繩子綑綁著脖

子，槍口對自己，想死掉，相當有威力。雖然日本人說那只是催淚彈，否認是毒氣。不過那不

是真話。」請問：該歷史事件應為下列何者？ 

（A）余清芳事件（B）臺灣民主國（C）霧社事件（D）第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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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某本傳記中提到：「他利用宗教，散布消息，強調奉王爺之命建立『大明慈悲國』，將日本人趕

走，參與起事的人都可以獲得重賞。」此本傳記應該是何者？（習作題） 

（A）余清芳傳（B）丘逢甲傳（C）劉永福傳（D）莫那魯道傳 

題目到此結束，請把握時間謹慎檢查。 

祝作答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