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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林高中9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中一歷史科試題  P.1     ___年 ___班 座號：                    
命題範圍：翰林版第二冊 第二篇 第一、二章                                姓名：                                              

一、選擇：(每題2分，共50題，100分) 
1. （  ）清朝於甲午戰爭戰敗，割讓臺灣之後，臺灣立即成

立「臺灣民主國」以為應對。請問：對於當時「臺
灣民主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其成立
的主要目的是為抵抗日本接收 (B)以獨立為訴求
，是臺灣獨立之開端 (C)共推丘逢甲為總統，領
導抗日 (D)成立後即刻落實民主，建立共和體制
，故稱之為「民主國」。 

2. （  ）有關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治臺政策： (甲)皇民化運
動 (乙)漸進主義 (丙)內地延長主義，出現的正確
順序為下列何者？ (A)甲丙乙 (B)乙丙甲 (C)
丙甲乙 (D)甲乙丙 

3. （  ）日治時期對於殖民地的控管是採取嚴格的方式進行
。請問：是在哪兩種制度的相互配合下展開的？(
甲)教育制度 (乙)議會制度 (丙)警察制度 (丁)保
甲制度 (A)甲乙 (B)甲丙 (C)甲丁 (D)丙丁。 

4. （  ）有關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治臺措施，何者正確？ 
(A)臺灣巡撫是日人在臺的最高首長 (B)總督受
臺灣民意的監督 (C)形成總督專制的統治體制 
(D)地方政府有自主與自治權。 

5.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臺灣的青年因為受到何種
風潮的影響，引起日本人的恐慌，而使得殖民政策
改採較緩和的方式，標榜「日臺合一」？ (A)民
族自決思潮 (B)浪漫主義 (C)社會主義 (D)共
產思想。 

6. （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所施行的「內地延長主義」中
的「內地」指的應該是哪個地方？ (A)臺灣 (B)
中國 (C)南洋 (D)日本。 

7. （  ）臺灣史上何時開始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規定學
齡兒童皆須入學？ (A)鄭氏治臺時期 (B)清領
時期 (C)中華民國時期 (D)日治時期 

8. （  ）若我們到烏山頭水庫遊玩，便可看到紀念工程師「
八田與一」的銅像。請問：八田與一設計了什麼工
程，使得臺灣農產量大增？ (A)嘉南大圳 (B)日
月潭發電所 (C)八堡圳 (D)新竹風力發電所 

9. （  ）慕蓉在圖書館看到一本描寫日治時期的書，內容敘
述如下：「總督府規定學童每日到校後要向天皇肖
像行禮，每天朝會升日本國旗後必須遙拜日本皇宮
，並遙拜神宮，不准學童講自己的母語，一律要用
「國」(日)語交談。社會上也獎勵日語，還鼓勵改
姓名為日本式的姓名。」請問：這段文字所敘述的
情形是臺灣社會何時的情景？ (A)1895年日軍接
收臺灣後 (B)甲午戰爭後 (C)1937年中日戰爭爆
發後 (D)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10. （  ）(甲)霧社事件 (乙)牡丹社事件 (丙)噍吧哖事件 (丁
)苗栗事件。上列是有關日本人與臺人之間的重大
衝突事件，何者發生時間是於日治時期？ (A)甲
乙丙丁 (B)甲丙丁 (C)甲乙 (D)甲乙丙。 

11. （  ）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灣推行農業改革，使臺灣稻
米產量激增。這時期大量的稻米大都輸往何地？ 
(A)南洋各國 (B)荷蘭 (C)美洲 (D)日本。 

12. （  ）日治時期，保甲制度是控制地方的組織。當時一個
保正負責管理多少戶？ˉ(A)十戶 (B)一百戶ˉ(C)
一千戶ˉ(D)因地而異。 

13. （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臺灣有識之士開始向日本政府

爭取臺人的政治權利，日本當局為了避免風潮擴大
，因而推行哪項政策？  (A)皇民化運動  (B)地方
自治  (C)漸進主義  (D)內地延長主義。 

14. （  ）下列哪一事件是原住民抗日行動中最為慘烈的？ 
(A)苗栗事件 (B)霧社事件 (C)西來庵事件 (D)
噍吧哖事件 

15. （  ）修碩是生活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民眾，他喜歡四處旅
行，下列何者不可能是他的交通方式？ (A)從嘉
義搭火車到臺北 (B)從臺北搭火車到花蓮 (C)到
高雄坐船前往南洋 (D)自基隆坐船到日本  

16. （  ）日治時期，至1920年代後，臺灣地方行政制度確立
為何種區劃？ (A)ㄧ府二縣 (B)ㄧ府二州 (C)
五都六縣 (D)五州三廳  

17. （  ）「苗栗事件」領導抗日的人物是誰？ (A)莫那魯道  
(B)羅福星  (C)八田與一  (D)余清芳。  

18. （  ）「霧社事件」領導抗日的人物是誰？ (A)莫那魯道  
(B)羅福星  (C)八田與一  (D)余清芳。 

19. （  ）「雨夜花」、「月夜愁」及「望春風」等膾炙人口
的日治時代臺灣流行歌曲，1939年後，陸續被改編
為「榮譽的軍夫」、「軍夫之妻」、「大地在召喚
」等愛國歌曲，致使許多臺語歌曲創作者逐漸停止
臺語歌的創作，而此與日本下列哪一治臺政策息息
相關？ (A)漸進政策 (B)同化政策 (C)內地延
長主義 (D)皇民化運動 

20. （  ）臺灣割讓日本，日軍在澳底登陸，不久後，臺灣民
主國總統放棄總統官印，搭船逃離臺灣，臺灣民主
國總統是指何人？ (A)丘逢甲 (B)劉永福 (C)
劉銘傳 (D)唐景崧。 

21. （  ）以下是關於日治時期「保甲制度」的敘述，何者正
確？ (A)規定十戶為一保，十保為一甲 (B)保甲
是日治時期首創的制度 (C)保甲須輔助軍隊管理
行政事務 (D)保甲制度實施連坐責任法。 

22. （  ）日治時期，總督府在教育政策方面，最先採取何種
原則以貫徹殖民政策？ (A)差別待遇、隔離政策 
(B)人人平等 (C)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D)貧富原
則 

23. （  ）嘉祥在搜尋網上鍵入「唐景崧」、「丘逢甲」、「
劉永福」三個人名，他最有可能查詢到的標題為何
？ (A)臺人抵抗日軍接收的經過 (B)清末之際
臺人如何對抗法國入侵 (C)對抗荷蘭統治三勇士 
(D)勇敢對抗國民政府的臺灣英雄。 

24. （  ）今日有些機關學校建築其實自日治時期就已存在，
下列何者為非？ (A)國立臺灣大學 (B)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 (C)臺中一中 (D)總統府 

25. （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最高行政機關是指下列何者？ 
(A)壯丁團 (B)總督府 (C)警察派出所 (D)臺灣
民主國政府。 

26. （  ）西元一九三○年代起，日本開始實施何種侵略政策
，以取得更多的戰略天然資源？ (A)南進政策 
(B)東進政策 (C)西進政策 (D)北進政策。 

27. （  ）1930年代，何項建設的完工，為總督府實行「工業
臺灣」的產業發展提供動力？ (A)日月潭發電所 
(B)烏山頭水庫 (C)石門水庫 (D)嘉南大圳                 
（翻面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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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西元1937年後，日本展開侵華戰爭，全力推行「皇
民化」運動。下列哪一件事應該是此一時期所呈現
的景象？ (A)幸子與姐姐美枝子一起穿著唐裝到
學校上漢語課 (B)惠子在報刊上看到霧社原住民
遭受日軍的鎮壓 (C)小丸子在大街上看到政府徵
召許多臺灣人從軍 (D)志銘在廟口看京劇演出，
內容是中國的俠義故事 

29. （  ）日治時期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嘉南大圳。請問：
它的灌溉範圍主要是今日的何處？ (A)屏東平原 
(B)嘉南平原 (C)花東縱谷 (D)蘭陽平原。 

30. （  ）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在臺灣的日本人的子弟所唸
的學校為何？ (A)公學校 (B)小學校 (C)蕃人
公學校 (D)師範學校。 

31. （  ）日治時期的師範學校主要是培養何種人才？  
 (A)初級技術人才  (B)公學校教師  (C)醫師  
(D)大學教授。 

32. （  ）為了加快臺灣西半部的聯繫，日本完成臺灣島內的
何項交通建設？  (A)高速公路  (B)藍色公路  
(C)縱貫鐵路  (D)捷運。 

33. （  ）清廷於甲午戰爭中落敗，簽訂哪一個條約而割讓臺
灣、澎湖？ (A)《馬關條約》 (B)《辛丑和約》 
(C)《南京條約》 (D)《尼布楚條約》 

34. （  ）日治時期，日本人為謀取資源，在臺灣積極進行基
礎建設。請問：日本在臺進行的基礎建設有哪些？
(甲)度量衡制度的統一(乙)土地調查(丙)發行統一
貨幣(丁)完成環島縱貫鐵路(戊)人口普查 (A)甲
丙丁戊 (B)甲乙丁戊 (C)乙丙丁戊 (D)甲乙丙
戊 

35. （  ）西元1905年，臺灣進行歷史上第一次正式的人口調
查。請問：這是在臺灣歷史上的什麼時期？ (A) 
日治時期 (B)清領時期 (C)鄭氏時期 (D)中華
民國時期。 

36. （  ）日本統治時期，各地武裝抗日事件不斷發生，其中
規模較大並且利用宗教名義鼓動抗日力量的事件
為何？  (A)苗栗事件  (B)西來庵事件  (C)霧社
事件  (D)朱一貴事件。 

37. （  ）吉村一郎是一位日治時期臺灣的警察，下列何者不
是他身為警察的作為？ (A)鎮壓抗日份子 (B)
接受保甲指揮，加入壯丁團 (C)注意來往行人，
盤查可疑人物 (D)調查人口、宣達政令。 

38. （  ）日治時代，《六三法》是總督立法權的法源，也是
日本統治臺灣一切的法律根源。下列對於《六三法
》的敘述，何者錯誤？  (A)授權總督頒布具有法
律效力的命令 (B)總督因此集大權於一身  (C)讓
地方上擁有自治權 (D)總督不受臺灣民意的監督
。 

39. （  ）日治時期，臺灣的經濟走向因戰爭緣故而有所轉變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轉為發展農業 (B)轉
為發展電子工業 (C)轉為發展軍需工業 (D)轉
為發展太陽能產業  

40. （  ）日治時期，總督府將「農業臺灣」轉變成「工業臺
灣」政策的主要原因為何？ (A)人口快速增加 
(B)建立詳實的地籍資料 (C)日本對外戰爭需要資
源 (D)日本資本家來臺投資。 

41. （  ）翻開臺灣鐵路發展史，從清領時期至今已經有一百
多年的歷史，對於臺灣交通運輸方面有極大的助益
。下列各項敘述，何者正確？ (A)丁日昌是臺灣
最早興建鐵路的總督 (B)清領時期已完成從臺北
到臺東間的鐵路 (C)日治時期始完成西部縱貫鐵

路 (D)日治時期的縱貫鐵路僅修建到大稻埕。 
42. （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了推動殖民經濟

所做的措施，不包括下列何者？ (A)人口普查，
建立完整戶籍制度 (B)調查臺灣土地 (C)建設通
往東部的鐵路 (D)普遍設立郵便局。 

43. （  ）日治初期，總督府建設臺灣的經濟方針為何？ (A)
農業中國，工業日本 (B)農業臺灣，工業日本 (C)
農業臺灣，工業中國 (D)農業日本，工業臺灣。 

44. （  ）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台灣人的子弟所唸的學校為
何？ (A)公學校 (B)小學校 (C)蕃人公學校 
(D)師範學校。 

45. （  ）有關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行政的特色，包含下列哪幾
項在內？ (甲)總督專制之體制 (乙)地方行政機
關享自主、自治權 (丙)典型的警察政治 (丁)利
用保甲組織協助維持治安。 (A)甲丙丁 (B)乙丙
丁 (C)甲乙丙 (D)甲乙丁 

46. （  ）下列有關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制度的描述，何者正確
？        (Ａ)臺灣人民和日人的教育機會平等     
(Ｂ)初等教育中原住民的子弟所唸的學校為小學
校 (Ｃ)中等教育重視職業教育與師範學校    
(Ｄ)沿用傳統的中國教育體制。 

47. （  ）下列哪些建築完成於日治時期？ (甲)臺灣總督府(
乙)嘉南大圳(丙)日月潭發電所(丁)北迴鐵路 (A)
甲丙丁 (B)乙丙丁 (C)甲乙丙 (D)甲乙丁 

48. （  ）一次世界大戰後，下列哪一句話最可能是當時總督
府統治所提出的策略方針？ (A)三年一小反，五
年一大反 (B)推行「寓兵於農」政策，派遣軍隊
駐紮各地 (C)發布「六三法」，建立總督專制體
制 (D)臺灣是內地的延長，對臺灣人民要一視同
仁。 

49. （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教育較為缺乏，當時期的臺灣知
識份子，有志升學的人大多前往何地留學？  
(A)日本 (B)美國 (C)英國 (D)南洋地區。 

50. （  ）西元1920年以後的臺灣稻米生產量增加的原因有哪
些？ (甲)積極引進農業新技術 (乙)蓬萊米改良成
功 (丙)嘉南大圳的興建 (丁)中國大陸地區對臺灣
稻米的大量需求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
丙丁 (D)甲乙丙丁 

          （試題結束）               中一歷史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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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歷史 
 
 
 

1 A 2 B 3 D 4 C 5 A 6 D 7 D 8 A 9 C 10 B 

11 D 12 B 13 D 14 B 15 B 16 D 17 B 18 A 19 D 20 D 

21 D 22 A 23 A 24 B 25 B 26 A 27 A 28 C 29 B 30 B 

31 B 32 C 33 A 34 D 35 A 36 B 37 B 38 C 39 C 40 C 

41 C 42 C 43 B 44 A 45 A 46 C 47 C 48 D 49 A 50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