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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正義中學國中部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歷史科試題卷 

               【國一】           命題教師：楊雯因 

劃卡說明：科目代碼：04   班級代碼：1班→01； 2班→02； 3班→03 

 

一、單選題(每題 2分，共 100分) 

1.毛毛：「荷人對漢人科徵重稅，嚴禁漢人與原住民私相交易。」柔柔：「是啊！這些異族人逼迫娶原住民女子為妻的漢人改

變宗教信仰，限制漢人集會自由。」上述二人可能正在探討哪一社會動亂的背景因素？ (A)林爽文事件 (B)朱一貴事

件 (C)郭懷一事件 (D)戴潮春事件 

2.「是 1624-1661年治理臺灣的最高官員。當該國逐漸征服各地原住民後，即分設北部、南部、東部及淡水四個地方集會區，

並於每年定期在大員召開會議。此官員於會中除宣達施政措施、要求與會長老效忠外，還授予長老權杓及維持村落秩序

的權力。」請問：上文中的官員，指的應是下列何者？ (A)西班牙國王 (B)日治時期臺灣總督 (C)荷蘭東印度公司駐

臺長官 (D)臺灣巡撫 

3.媽媽餵著宸宸吃飯，一邊說著安徒生的「豌豆公主」故事，宸宸說，我最喜歡吃的蔬菜就是豌豆了，我還知道豌豆是荷蘭

人引進的作物。荷蘭人對臺灣的農業還有哪些作為？ (A)使用軍屯政策，增加農作物的產量 (B)禁止漢人開墾，全員

使用荷蘭農夫開墾 (C)引進黃牛增加耕作的能力 (D)興修曹公圳，增加甘蔗的產量 

4.洪小嬅要布置一個荷治時期的文物展，下列哪個物品不適合放入其中？ (A)豌豆 (B)黃牛 (C)新港文書 (D)聯合東印

度公司在馬尼拉施政的文件 

5.《臺灣歷史報》記者大雄的報導：「十七世紀，台南附近曾經出現一種拼音文字，關於這種文字：(甲)是西班牙人統治臺

灣留下來的，而且(乙)帄埔族曾經使用過這種文字，它是(丙)使用羅馬文字拼出原住民語言，這種文字最早是(丁)為了

統治和傳教方便而發明的。」大雄的報導何處錯誤？ (A)甲 (B)乙 (C)丙 (D)丁 

6.附圖是某個港埠之地理環境圖，根據前人所載，清政府曾在哪一場戰爭中失利，因而被迫開放此港對外通商？ 

                                    

  (A)甲午戰爭 (B)清法戰爭 (C)英法聯軍 (D)鴉片戰爭 

7.新聞報導：原陳列在「二二八紀念公園」中的老火車頭「騰雲號」被送進廠，在經驗豐富的老技師仔細檢修之後，再度地

在鐵軌上展示英姿，時間彷徂回到了清代。最早在臺灣修築鐵路的清朝官員為何？ (A)劉銘傳 (B)曾國藩 (C)沈葆楨 

(D)李鴻章 

8.清初將臺灣納入版圖，在治理上未有前瞻且通盤的規劃。關於當時清朝的治臺方針，下列何者正確？ (A)實施班兵制，

派軍駐紮臺灣 (B)渡臺者可自由來臺 (C)鼓勵漢番經常接觸 (D)渡臺者可全家同行 

9.沈葆楨為推動「化番為民」的政策，促進後山和內山的發展，而積極推展的工作為何？ (A)修建炮臺 (B)增設廳縣 (C)

開闢道路 (D)興築鐵路 

10.附圖是位於屏東車城「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的圖照，針對此圖的解釋，哪位同學發言正確？ 

                                             

(A)此事引發清法戰爭 (B)日本派兵攻打恆春半島 (C)清廷派劉銘傳來臺強國防 (D)此次衝突經由美國協調，以訂約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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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資料一：1638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中國商人獲得一個情報，在臺灣中部有一個領主統轄 18個村社，每社 30-50戶，

其直轄的村舍為大肚社，所以稱其為「大肚番王」。 

資料二：1645年，臺灣長官派兵征討大肚社，「大肚番王」不敵，後續便與臺灣長官簽約，轄下各社全部歸順。 

根據資料二的內容判斷，後續「大肚番王」可能會有什麼經歷？ (A)接受臺灣長官授予權杓，代表認可其統治權力 (B)

遭受到中國海盜的侵略，被迫遷往臺灣的山區 (C)與漢人聯合對抗荷蘭人，企圖建立自主的王國 (D)成為對外貿易的

領導人，獲得大量的個人財富 

12.1625年，統治臺灣的荷蘭行政長官要求荷蘭派遣 2至 3個能讀經、且可教化原住民的宣教師來臺，使此地的原住民能改

變信仰。首先開始的傳教地區為新港社。1636年 5月 26日，荷蘭人在新港社開辦了第一所學校，這個學校不僅將宗教

教育制度化，而且也導入西方的讀寫識字能力訓練。傳教士於 1643年的教育報告中記載，新港學校已有 80名學生，其

中有 24名學生在學習書寫，大約有 8到 10個人能整齊的書寫。此處荷蘭行政長官派來教化原住民的宣教師，應在宣傳

下列何種宗教信仰？ (A)佛教 (B)道教 (C)天主教 (D)基督教 

13.鄭氏治臺的時候，曾一度與他人合作進攻中國，企圖恢復大明江山，但因未能好好把握這一最好的機會，以致錯失恢復

的可能。此處「最好的機會」是指什麼？   (A)俄侵東北 (B)三藩之亂 (C)流寇四起 (D)倭寇擾邊 

14.有一清朝文人筆記記載：「紅毛強，難逃一死，鄭氏來，紅毛畏之逃去，今鄭氏又為皇帝剿滅，盡為臣虜，皇帝真天威矣。」

試問文中的皇帝和代行天威的人物分別是何人？   (A)順治；吳三桂 (B)康熙；施琅 (C)康熙；吳三桂 (D)乾隆；

施琅 

15.有人曾說：「臺灣孤懸海外，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宜使在臺地之財，足以供給臺地之用，不頇依靠內地供應，而後不管發

生任何狀況，都可以自我保全。」因此主張臺灣可以建省。這人是   (A)沈葆楨 (B)丁日昌 (C)劉銘傳 (D)邵友濂 

16.荷蘭統治臺灣時，島上有荷蘭人、漢人與原住民族三方勢力，以下關於他們徃此之間的族群關係最恰當的描述是   (A)

荷蘭人利用原住民族剝削漢人 (B)互相結合另一方打擊第三方 (C)荷蘭人結合漢人壓制原住民族 (D)漢人拉攏原住

民族反抗荷蘭人 

17.清初，中國大陸地區的閩、粵漢人大舉來臺拓墾，逐漸侵奪原住民族既有的生存空間，不斷產生糾紛與衝突。為防止漢

人越界侵墾，也為防範原住民族「出草」，清治臺灣初期採取那一政策？   (A)開山撫番 (B)隔離政策 (C)武力進剿 

(D)漢番融合 

18. 臺北捷運淡水線石牌站前廣場豎立一座直立的石碑陳列物，這塊立於石牌站前廣場的石碑，據考證立於 1750年（乾隆十

五年）左右，年代至今至少約有二百六十餘年。請問當初的清代政府設立此石碑的用意為何？   (A)保護漢人的身家財

產 (B)保護原住民族的土地 (C)警告原住民族不可越界出草 (D)作為清代版圖的界線 

19.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大清帝國將臺灣收為版圖，設有臺灣府，下轄臺灣、鳳山、諸羅三縣。下列關於此一府三縣

行政區劃的敘述，那些是正確的？   (A)將重心置於臺灣中部 (B)中北部行政組織不足 (C)中北部人力配置充足 (D)

隸屬於廣東省 

20. 清初一位歷史人物說：「（我）知附近無可駐足之地，唯剩臺灣一地而已，且離此不遠，可暫時取之，然後廣通外國，訓

練士卒，進則可戰而恢復中原之地，退則可守而無內顧之憂。」請問此歷史人物為何人？   (A)施琅 (B)鄭成功 (C)

鄭芝龍 (D)耿精忠 

21. 十七世紀的清廷，曾經為了是否將臺灣正式納入版圖，有過一次重大辯論。請問最後使康熙皇帝決定將臺灣收入版圖的

主因為何？   (A)臺灣戰略地位重要，收入版圖可以作為擴張領土的跳板 (B)臺灣人民對清廷的向心力高，收入版圖

可增強國力 (C)臺灣容易成為海盜基地，收入版圖可杒絕海盜侵擾沿海 (D)臺灣資源豐富、人民富裕，收入版圖能夠

增加財政收益 

22. 荷蘭人占據臺灣之後，為了發展甘蔗與稻米作物的生產，主要採取下列那一項因應措施？   (A)強迫帄埔族人學習漢人

農耕技術 (B)引進華南漢人入臺提升農耕技術 (C)強行徵收原住民族鹿場以插蔗植稻 (D)以免收賦稅獎勵原住民族

拓墾耕地 

23. 甲、海門天險；乙、億載金城；丙、紅毛城，都是臺灣有名的古蹟，若依建造或歷史事件發生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下

列何者為是？   (A)丙乙甲 (B)甲乙丙 (C)乙丙甲 (D)丙甲乙 

24. 甘治士利用各種機會渡過臺江內海到內陸去，搭起竹屋，開始宣教，為後來的傳教士奠下了基礎。他所記載的民族誌，

描述了當地居民的宗教、行為和風俗：「他們分布於七個村莊，有相似的語言和習慣。他們的社經發展程度尚在自給自

足或『原始社會』的階段，無文字、沒有公眾市場、有依年齡和性別而來的簡單分工。」請問他所記載的應是那一族人？   

(A)凱達格蘭 (B)西拉雅 (C)噶瑪蘭 (D)道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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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煜聽完歷史老師在講述某歷史事件後，他對於該事件作了以下的解釋：清廷決定開始在琅 設兵防守；美國依此次經

驗，質疑清廷對於番地的掌握（番地無主論），成為日後日本侵略的理論基礎。該歷史事件可能是   (A)羅妹號事件 (B)

中法戰爭 (C)牡丹社事件 (D)必麒麟事件 

26. 此時臺灣的行政區劃有了新變化，臺灣府為新設轄區，在臺灣中路；大約是中港溪與濁水溪之間，則有苗栗縣、彰化縣、

臺灣縣、雲林縣、埔里社廳；而原名臺灣府者，改名為臺南府。上述改變的時間最接近以下那一事件？   (A)英法聯軍

後 (B)牡丹社事件後 (C)清法戰爭後 (D)甲午戰爭後 

27. 荷蘭治臺時代招募中國大陸華工在嘉南帄原發展那兩項經濟作物？   (A)茶葉、樟腦 (B)樟腦、稻米 (C)稻米、甘蔗 

(D)甘蔗、茶葉 

28. 臺灣原住民族使用的新港文書，從荷蘭時代持續使用一百多年，直到清朝中葉時，其流傳下來主要作為下列那一項用途？   

(A)商業買賣簿帳 (B)童蒙識字教材 (C)宗教的教義書 (D)土地契約文書 

29. 在十六世紀中期臺灣原住民族成立了一個名為大肚王國的「跨族群準王國」，與鄭氏王朝之間關係相當對立，曾多次發

生衝突，其勢力範圍在何地？   (A)雲嘉南 (B)中彰投 (C)桃竹苗 (D)高屏 

30. 恆春古城的一個角落，有位白髮老人在撫琴低唱：「……思想起，從前在蕉風椰雨的南國，有個水涯山隈的排灣族部落，

他們安祥幸福的生活，好比桃花源的理想國。可是呵，自從海上起了風波，敵寇就排山倒海的來威迫，家園燬了，廬舍

燒了，老弱婦孺填了溝壑。徃當時，排灣族的勇士抑不住心中的悲情怒火，頓時化作飛矢利戈，紛紛指向敵人的心窩。

一時間，氣壯山河，風雲變色，轟動列強，驚動滿清，也開啟了臺灣海防歷史的先河。……」文中老人吟唱的內容，是

在述說那一項歷史事實？   (A)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 (B)咸豐年間的英法聯軍之役 (C)同治年間的日軍侵臺事件 

(D)光緒年間的反對割臺運動 

31. 儘管渡臺禁令有嚴格規定，然而，閩粵沿海生活條件差，人口多、米糧不足、經濟貧困，人民寧願冒風險，也要偷渡來

臺，以謀生路。清廷屢次放鬆攜眷禁令，也屢次弛禁（解除禁令）。請問直到什麼時候，閩粵人民再也不用受到渡臺禁

令的限制？   (A)劉銘傳來台後 (B)朱一貴事件爆發後 (C)郭懷疑抗荷事件後 (D)沈葆楨來台後 

32.臺灣府志裡有段關於原住民族的敘述如下：「土官有正有副，大社至五、六人……，隨其支派，各分至公廨；有能書寫紅

毛字者，謂之教冊……。削鵝毛管，濡墨橫書，自左而右，非直行也。」請問：文中所提到的「紅毛字」，其歷史意義

為何？  (A)荷蘭人教授原住民族使用的荷蘭文字  (B)清治漢人與原住民族溝通使用的文字  (C)荷蘭人為帄埔族所編

寫的新港文字  (D)西班牙為原住民族所編寫的拉丁文字 

33. 資料一：該社在荷蘭、鄭氏與清治時期是臺南附近四大社之一。 

資料二：1629年，荷蘭人派遣士兵至該社搜捕海盜，但一無所獲。在歸途中，該社原住民族趁背負士兵過河時，突然將

士兵丟到河中溺斃；荷蘭於 1635年討伐該社，燒毀近三千棟房子，戰事一天就結束。 

上述資料提到的「該社」指的應是   (A)新港社 (B)目加溜灣社 (C)麻荳社 (D)蕭壠社 

34.荷蘭統治臺灣初期，曾經分別在各地成立「地方會議」（Landdag），要求各社選出長老，每年集會。其用意可能為何？ 

(A)做為地方自治的基本單位 (B)做為徵收各項稅捐的機構 (C)做為宣達政令的機構 (D)做為民意代表機構。 

35.林小煜是清末福州地區的人民，如果他在光緒十七年(1890年)來到臺灣，下列哪件事「不會」出現在其生活中？ (A)

從福州搭乘輪船到臺灣是免費的 (B)合法的攜帶家眷，全家赴臺 (C)打電報給在美國的親友 (D)搭乘火車到基隆廟

口夜市吃宵夜。 

36.以下為某家旅行社對嘉義縣所做的觀光旅遊介紹：「嘉義縣原是帄埔番社舊地，清康熙 14 年，改名為諸羅縣，意為「諸

山羅列」。後來因為□□事件，遭到諸羅縣官民的全力抵抗，清廷為嘉許當地居民的忠誠，以「嘉其忠義」為由，將諸

羅改為「嘉義」。嘉義縣內的觀光資源相當豐富，有舉世知名的阿里山與森林火車、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山線附近的景

點還包括瑞里、奮起湖、草嶺等，海線部分的遊覽景點則包括布袋鹽田、東石港與布袋港的魚鮮，東石港每年的端午

節還會舉辦龍舟競賽。」請問□□內應填入什麼，才能使這份觀光簡介變得完整？ (A)蔡牽 (B)朱一貴 (C)林爽文 

(D)戴潮春。 

37. 在清廷收復臺灣後，施琅認為若開放渡臺，會造成貧窮遊手好閒之徒到臺灣「誘結黨類，蓄毒釀禍」，因此反對開放渡臺。

且施琅認為某地向來為海盜之淵藪，奏請清廷嚴禁該地人民渡臺。「某地」為   (A)福建 (B)廣東 (C)浙江 (D)江蘇 

38. 一位學生敘述：「我們學校在臺北城裡，隔壁就是中西學堂，離電報學堂還有一段路。學校書中的課文都是漢文、閩南語，

還有官話。畢業以後，我就可以回家做官。」這樣的情節，最可能是在何時發生？   (A)1874年沈葆楨治臺時期 (B)1890

年劉銘傳治臺時期 (C)1919年日本統治時期 (D)1948年臺灣戰後初期 

39. 臺灣諺語：「一個某卡贏三以天公祖」說明清代社會的什麼現象？   (A)男女比例失衡，娶妻不易 (B)分類械鬥的嚴重 

(C)民變頻繁 (D)男卑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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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清治時期，臺灣行政區的增設，所反映出臺灣開發的過程為何？   (A)由北向南，由西向東 (B)由北向南，由東向西 (C)

由南向北，由西向東 (D)由南向北，由東向西 

41.清廷下令：「北路起至南路止，築土牆高五、六尺，挖溝推土永為定界，越界者以盜賊論。如此奸民無窩頓處，野番不

能出為害。」請問上述法令是指 (A)「渡臺禁令」 (B)「班兵令」 (C)以「土牛溝」來隔離漢番 (D)要漢人準時繳

納番大租。 

42.對於清初治臺的敘述，哪一項是「不」正確的？ (A)清廷治臺的態度甚為積極 (B)清廷渡臺限制，執行時嚴時鬆，偷

渡者眾多 (C)不許漢人與原住民族通婚 (D)清廷對嚴禁漢人侵入原住民區的執行並不徹底。 

43.1683 年（康熙 22 年），在施琅領兵，攻下臺灣之後，清廷並無將臺灣收入版圖的意圖，除要保留駐軍於澎湖之外，竟

下令臺灣漢人移民要全數返回大陸，施琅遂撰〈恭陳臺灣棄留疏〉，請求康熙皇帝收回成命。在奏疏中施琅強調臺灣的

重要性，下列何者為其說服康熙皇帝的主要論點？ (A)物產豐饒，是適合移民居住的地方 (B)地理位置特殊，可做

為中外國貿易轉運地 (C)臺灣原住民性格剽悍，收服他們可增加兵源、強化戰爭力量 (D)放棄臺灣，將嚴重威脅到

海防安全。 

44.清領前期臺灣行政區劃的轉變，舉凡廳、縣的增加，多與下列何項因素有關？ (A)國防與社會治安問題 (B)經濟活動

的轉變 (C)番地買賣的問題 (D)械鬥與反清事件的日漸減少。 

◎威豪的暑假作業中，老師要他們好好的歸類一下清帝國時期每一次行政區劃變動的原因，他在查找資料的過程發現了一段

文字：(請回答 45~46題) 

        靖海將軍施琅在朝廷對於棄留臺灣的爭議之中，建議從福建調撥一萬兵力派駐臺灣，將領、官兵約三年輪調一次。

清廷不直接在臺灣募兵的原因有幾點：一是若在臺灣直接招募軍人，可能有些人會不滿新的統治者，造成內部叛亂；二

是土地開闢有限，軍餉難以供給，若從福建調兵，便可由福建支付；三是臺灣人口不多，難以配合清朝軍隊的招募政策。 

45.資料中寫到「可能有些人會不滿新的統治者」。文中的「有些人」應指誰？為什麼會不滿？ (A)日本人。破壞他們的攻

臺計畫 (B)西班牙人。阻礙他們的傳教情形 (C)荷蘭人。影響到他們在東亞海域經商貿易 (D)鄭氏遺族。難以接受

曾經效忠的政權已經滅亡 

46.從施琅的建議中，可以看到清帝國統治初期對臺灣的治理政策為何？ (A)建設臺灣為軍事基地 (B)消極地為防臺而治

臺 (C)增加臺灣的軍隊人數 (D)培養臺人的愛國情操 

◎附圖是十七至十九世紀的臺灣行政區演變圖。請問：(請回答 47~48題) 

                            

   

 圖(一)  圖(二)   圖(三) 
 

47.由圖(一)演變成圖(二)，是在經歷了哪個國家的入侵之後？ (A)英國 (B)日本 (C)法國 (D)荷蘭 

48.圖(三)當中「甲」行政區的名稱為何？ (A)臺東直隸州 (B)噶瑪蘭廳 (C)花蓮縣 (D)卑南廳 

◎附圖是嘉慶時期臺灣行政區域圖。請依據此圖及史實回答下列問題：(請回答 49~50題) 

                                      

49.史載：嘉慶十三年，閩浙總督方維甸來臺巡視，蘭陽地區墾首吳化上呈當地住民清冊，請求收入清朝版圖。嘉慶十五年，

清朝乃核准設立□。□應填入哪一個行政單位？ (A)淡水廳 (B)彰化縣 (C)噶瑪蘭廳 (D)鳳山縣 

50.此時東部地區未設官治理，主要原因為何？ (A)因實施「劃界封山」政策的關係 (B)因實施「海禁」政策的關係 (C)

因頒布「渡臺禁令」的關係 (D)因實施「遷界令」的關係 



高雄市正義中學國中部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歷史科答案卷【國一】      

 

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100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C D A C A A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D B B C B B B B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B A B A C C D B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C C C C C B B A C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A D A D B B A C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