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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五面，請耐心作答 

*單選題 (共 40 題   每題 2.5 分) 

1. 阿信是生活在西元 1930 年臺灣的漢人學生(約 10 歲左右)，依據當時的社會情況，下列的生活經驗描述，何者最有

可能是出自於他的日記？  (A)因為政府實施義務教育，所以我受了完整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B)今天是上學的第一

天，媽媽牽著我的手帶我走到了附近的小學校上課  (C)走進教室，我看到住在我家隔壁的日本官員的小孩也跟我在

同一班  (D)老師們上課時幾乎都說日語，我聽得有點吃力。 

2. 日治時期，大多數臺籍精英皆有前往日本就讀大學的經驗，下列何者解釋較符合時代背景？  (A)臺灣人認為日本

大學比較好，所以積極把小孩送到日本  (B)臺灣人苦於在地高等教育不足，只好到日本就讀  (C)日本人認為臺灣蠻

荒落後，不願意在臺灣是設立高等教育機構  (D)日本許多大學給予臺灣人豐厚的獎學金，吸引臺灣學生前往就讀。 

3. 西元 1921 年，蔣渭水、林獻堂等人發起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要求設立臺灣議會，前後歷經了十五次的

請願仍功敗垂成，但卻喚醒了臺灣民眾的政治意識，並在日治時期實現了下列何事？  (A)台中地區議員全民普選  

(B)日本政府選擇臺灣人擔任台灣總督  (C)台灣成立了數個政黨以宣揚政治理念  (D)首度舉辦地方議員選舉。 

4. 一九三○年代，為了促進臺灣的觀光產業發展，總督府製作了許多出版品，展示臺灣的風景人文並提供旅遊指

南，希望能夠吸引日本遊客到臺灣來遊玩。請問：在這些旅遊指南中，最有可能推薦遊客利用哪一種交通工具遊歷

台灣西部地區？  (A)郵輪  (B)牛車  (C)火車  (D)汽車 

5. 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中，有一則新聞描寫當時的景況：「市內帽子店、裁縫店大見好況，帽子店的顧客紛

至沓來……裁縫店更是忙碌，顧客應接不暇。」請問：這是因實行哪項措施的結果？ (A)皇民化運動 (B)隔離政策 

(C)斷髮易服 (D)內地延長主義 

6. 右圖為日治時期臺灣學齡兒童就學率曲線圖，從圖中可知一九四○年代臺灣兒童的

就學率提升至 70%以上，此現象與總督府實施的何種政策最為相關？  (A)設置供臺人

就讀的公學校  (B)實施六年義務教育  (C)實施九年義務教育  (D)普遍設立專供台灣學

生就讀的普通中學 

7. 某報紙社論寫到臺灣當時的社會情況：「最近物價狂飆，整個經濟社會在震盪著，人

民生活極端困苦，誰都希望政府能夠設法澈底解決。人民實在太苦了，再提起日本投降時所設想的美麗遠景，似乎

只是痴人說夢。人民現在沒有絲毫的奢望，只求有最低限度的安定生活。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兩者之間的差距愈

來愈大，這種社會實在太危險了。」文中提及「物價狂飆」，主要與下列何者的關係最密切？  (A)日軍帶走大量物

資，導致臺灣資源短缺  (B)廢除專賣制度，使人民與政府收入減少  (C)臺灣資源大量輸往中國大陸以支援內戰  

(D)人口大量的移入，造成日常物資的缺乏 

8. 承上題，此一報紙社論的時代背景應出現在何時？ (A)1900 年代 (B)1920 年代 (C)1930 年代 (D)1940 年代。 

9. 近年來，臺灣在 2 月 28 日這一天，政府與民間皆會舉辦活動悼念「二二八事件」中的受難者。請問：此事件發生

的當時，實際負責執行臺灣政務的最高行政單位為以下何者？ (A)中華民國政府 (B)臺灣省政府 (C)臺灣總督府 

(D)行政長官公署。 

10. 民國 79 年，一群大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堂提出改革的訴求，開啟野百合學運的風潮。這些學生能合法的走上街

頭進行抗爭，與何項政策關係最密切？  (A)發布戒嚴  (B)宣布動員戡亂 (C)解除戒嚴 (D)終止動員戡亂 

11. 日治初期，臺灣的初等教育分為小學校、公學校及蕃人公學校(蕃童教育所)等三種系統，這是因為總督府教育政

策的哪個特點所導致的結果？ (A)差別待遇 (B)日臺平等 (C)因材施教 (D)有教無類。 

背面尚有試題 

基隆市立武崙國中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二次段考 七年級社會科試卷─歷史科 

電腦讀卡，請使用 2B 鉛筆，並依據題號在答案卡上作答，答案卡無法判斷身分者，扣總分 10 分 

範圍：第二冊 CH.3~CH.4  本試卷共 40題  共 5 面         班級：_____ 座號：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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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右圖為日治時期「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演講活動的示意圖，下列敘述何者符合當時臺灣的

實際狀況？  (A)臺灣人民已能自由的參加集會活動，並向總督府抗爭  (B)臺灣人民已逐漸現

代化，開始穿著西式的服裝  (C)圖中演講者有可能是丘逢甲，正在宣導地方自治的觀念 (D)

此活動示意圖的背景應為 1920 年代。 

13. 阿力是日治時期生長在基隆的台灣男孩，他在結束初等教育後，打算繼續升學。請問： 

若以當時總督府的教育實行原則判斷，阿力最有可能進入哪種學校？ (A)重視學業的升學高中 (B)重視五育發展的

綜合高中 (C)重視軍事紀律的軍校 (D)重視培養一技之長的職業學校。 

14. 承上題，以下哪間學校是阿力接受完初等教育後，可能會進入的學校呢？  (A)基隆第一公學校 (B)基隆第一尋

常小學校 (C)基隆水產學校 (D)基隆寶公國民學校。 

15. 近年來由於各界對臺灣歷史人物的重視，「蔣渭水」先生成為許多人討論的對象。下列對於蔣渭水的描述，何者

正確？ (A)曾經加入臺灣民主國抵抗日本入臺 (B)曾帶領農民抗議荷蘭總督對臺灣課予重稅 (C)成立專收臺人子

弟的台中中學校 (D)向日本政府爭取臺灣自治運動。 

16. 右圖的數據，代表的是日治時期推行皇民化運動所帶來的某一成效，自西

元 1930 年以後，成效明顯增加。表中的說明裡，空格中應填入下列何者，才

能為這張表寫下正確的註解？ (A)高等 (B)師範 (C)日語 (D)職業。 

17. 「民國 68 年 12 月 10 日晚上，遊行隊伍被鎮暴警察包圍，警察開始噴射

催淚瓦斯，令現場失去控制，爆發嚴重衝突。事件發生後，軍警情治人員展開全島同步的大逮捕行動，陸續追捕黨

外人士。」下列對此事件的描述，何者正確？ (A)加速黨外勢力結合，促成隔年民主進步黨的成立 (B)黨外人士透

過此遊行活動表達追求民主政治的訴求 (C)題目敘述中「黨外人士」的「黨」指的即是臺灣民眾黨  (D)導因於黨外

人士企圖組織中國民主黨，卻遭到政府壓制 

18. 臺灣知識分子自一九二○年代開始以何種方式向總督府表達訴求，來爭取臺灣人的權利？ (A)政治社會運動 

(B)武裝抗日行動 (C)引進外國勢力 (D)競選國會議員。 

19. 承上題，知識分子採取此種方式爭取臺灣人權利，是受到何種思潮的影響？  (A)皇民化運動 (B)殖民主義 (C)

民族自決 (D)民主自由。 

20. 阿芳閱讀某書時，看見西元 1940 年 4 月臺北帝國大學臺、日大學生人數的

相關資料：若由附表進行分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日治時期日本沒有高

等教育，日人皆來臺升學 (B)日人因教育資源占優勢，就讀者自然多於臺人 

(C)臺人資質優異，故考上醫學部者多於日人 (D)臺人因語言能力不足而難以就讀文政學部。 

21. 霧峰林宅曾是臺灣最大的宅第，林家在臺灣歷史發展上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後代子孫林獻堂曾是臺灣社會運

動的領導者，下列哪個項目是他曾參與過的呢？ (A)民主進步黨 (B)美麗島事件 (C)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D)臺灣民主國。 

22. 阿威在閱讀臺灣史相關書籍時看見如右方的圖片，描繪出日治時期的火車

站樣貌，車站的高處還設有時鐘。請問：當時設立時鐘的主要目的為何？ 

(A)提醒搭乘環島火車的乘客必須準時  (B)以圓形時鐘裝飾火車站，美觀大方 

(C)以時鐘教導臺灣人時區的劃分方式  (D)方便人們知道時間，養成守時習慣 

23. 西元 1947 年 3 月 6 日，上海《大公報》的社評〈臺灣慘案感言〉裡面寫著：「……抑此次事件，固非全由專賣與

貿易政策造成，遠因近因，頗為複雜。人民無組織，何以能爆發如此大規模的行動？實由各級官吏，奉行政令者，

平日對待人民驕縱專橫，搆怨多而且深，民眾中懷怨憤，壓抑已久，故爾一觸即發……。」請問：上述社評中的

〈臺灣慘案感言〉是指哪一事件？  (A)三月學運  (B)雷震事件  (C)美麗島事件  (D)二二八事件。 

試題尚未結束，請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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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承上題，促使此事件爆發的導火線與下列何者的關係最密切？ (A)紀念國際人權日 (B)為匪宣傳 (C)大學生提

出廢除臨時條款 (D)查緝私菸。 

25. 某法律規定：「基隆、高雄兩港市，每日上午一時起至五時止，為宵禁時間；非經特許，一律斷絕交通。嚴禁聚

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動。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布謠言。居民無論家居外出，皆須隨身攜

帶身分證，以備檢查，否則一律拘捕。」此法律制定的主要目的為何？  (A)防止共產思想傳播與共產黨滲透 (B)阻

止國內親日分子的反政府活動  (C)因應人民反日與安定秩序的需求 (D)避免群眾活動過多，干擾船隻進出 

26. 承上題，受此法律限定的社會生活發展情況，這樣的時代背景大約在以下何時？  (A)日治時期  (B)民國四十、

五十年代  (C)民國八十、九十年代  (D)民國一百年之後至今 

27. 下列是臺灣社會變遷的示意圖。由圖 1 演變到圖 3，其中所呈現的意義是什麼？  

 

  

 

 

 

 

(A)臺灣的經濟改革對於政治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   (B)臺灣的社會秩序需透過法律的約束才得以穩定 

(C)臺灣的民主政治經過人民長期努力，不斷進步   (D)臺灣的原住民族不斷反抗，終於獲得平等地位 

28. 小美在《臺灣鐵道史》書中，找到一張臺灣早期火車票的圖片，如右圖所示。請問：這應

是哪一時期的車票呢？  (A)清帝國時期 (B)日治時期 (C)戒嚴時期 (D)解嚴後 

29. 有一份資料描述：「『水螺』是中南部農民對於糖廠上、下工汽笛訊號聲的稱呼。 

『水螺』聲不只是一種訊號，它標示著一種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也代表了一種新的觀念形

成。」請問，文中的現象，與何種制度的引進有關？    (A)保甲制度  (B)司法制度  (C)專賣

制度  (D)24 小時制 

30. 下圖是日治時期臺灣人口成長圖。請問：圖中西元 1925～1930 年間，因為什麼原因，促

使人口激增？  (A)日本政府鼓勵日本人大量遷居臺灣  (B)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人民大量移居

臺灣  (C)總督府推動現代化防疫與建立衛生觀念  (D)葡萄牙與西班牙等國來臺灣進行貿易活動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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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 

(一)請閱讀以下資料敘述，並回答第 31~32 題 

  西元 1931年 7 月，嘉義農林學校(簡稱嘉農)棒球隊代表臺灣，前往日本國內參加甲子園高中棒球錦標

賽，獲得亞軍。嘉農棒球隊是以臺灣本地青年、原住民為主體，日本人為輔，一路從臺灣的資格賽打到日

本高中棒球的最高殿堂，接連過關斬將，最終成功闖進總冠軍賽，樹立日治時期臺灣青少年棒球難能可貴

的競賽紀錄。這批年輕人為自己贏得了「英雄戰場，天下嘉農」的美譽，揚名全臺。 

31. 嘉義農林學校在日治時期，屬於哪一類型的教育制度？   

(A)初等教育 (B)高等教育 (C)職業教育 (D)留學教育 

32. 資料中的嘉農棒球隊學生在學校的時候，可能親眼目睹哪一項建設的進行？   

(A)高雄港 (B)嘉南大圳 (C)縱貫鐵路 (D)日月潭發電所 

 

 

(二)請閱讀以下資料敘述，並回答第 33~35 題 

武崙大劇院正在排演一齣戲，時代背景是日治時期的臺灣。 

阿牛：「你們假日都去哪了呢？」 

阿虎：「我跟朋友們相約去北投泡溫泉，感覺真不錯。」 

阿龍：「我搭火車到臺南，去逛林百貨。」 

阿狗：「我到高雄新公園，那裡也有總督府博物館喔？阿牛，你還沒說你去哪啊！」 

阿牛：「我去波麗路餐廳吃西餐，那裏的餐點真美味！」 

阿龍：「那我們再找一天一起去波麗路餐廳聚餐吧。」 

阿牛、阿虎、阿狗：「好喔！」 

33. 編劇在寫臺詞時，有一個人的臺詞寫錯了。根據時代背景判斷，請問誰的臺詞有誤？  

(A)阿牛 (B)阿虎 (C)阿龍 (D)阿狗。 

34. 請問，阿牛他們有時間能夠去旅行遊玩，與日治時期何者的出現最有關係？  

(A)假日 (B)自來水 (C)輪船 (D)學校。 

35. 阿龍想約大家去波麗路餐廳聚餐，請問他們應該規畫去下列哪一個城市呢？  

(A)基隆 (B)臺中 (C)臺北 (D)臺南。 

 

 

(三)請閱讀以下資料敘述，並回答第 36~37 題 

臺灣每個時期的政權對原住民族的治理皆曾採取不同的統治方式：  

甲時期：以番界隔離漢原兩族群以防止衝突，並嚴禁漢人越界開墾山地。  

乙時期：為有效掌控原住民部落，召開地方會議，授予各社長老管理原住民部落的權力。 

丙時期：將原住民改稱山地同胞，設山地鄉，並設置原住民保留地以保障原住民的生活領域。 

丁時期：推動「理蕃計畫」動員軍警力量深入山區，強力管控和壓制原住民並積極開發山地資源。 

36. 若以統治先後的順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乙甲丁丙  (B)丙甲丁乙  (C)丙丁甲乙  (D)丁丙乙甲。 

37. 四個時期當中，哪些政權曾要求原住民必須改漢姓、學習漢人文化？   

(A)甲丙  (B)乙丁  (C)乙丙  (D)甲丁。 

試題尚未結束，請繼續加油 



5 

共有五面，請耐心作答 

(四) 下列四張圖為戰後臺灣曾發行的刊物，請依資料回答第 38~40 題。 

   (甲)                                   (乙)                               (丙)  

  

 

 

 

 

 

38. 請問這四份刊物，依發行時間先後應如何排序？ 

(A)甲→乙→丙  (B)乙→甲→丙  (C)甲→丙→乙  (D)丙→甲→乙 

39. 「施明德、黃信介、呂秀蓮、陳菊等人因叛亂罪入獄，但此案的辯護律師陳水扁、謝長廷等人卻強調『民主要制

衡、制衡靠黨外』投入選舉，延續黨外香火」。請問上述情形是哪一份刊物的效應？ 

(A)甲  (B)乙  (C)丙  (D)甲丙 

40.  (甲)刊物的編輯群中應該會有下列何者呢？  (A)李登輝  (B)陳儀  (C)雷震  (D)蔣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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