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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D )根據考古學家的研究，舊石器時代的臺灣住民，應該過著怎麼樣的生活？ (A)在平原地區進行農作物的栽植 

(B)製作陶器來儲水及收藏食物 (C)以煉鐵為主要經濟活動 (D)以採集、狩獵和漁撈為主要生產活動。 

 

2. ( D )阿南的父親經常拿著鐵矛外出狩獵，媽媽則在家縫製獸皮衣。阿南一家的主食除了肉類之外，還有一些小米等

榖類作物，每天阿南會用陶罐出去裝水。請問：阿南最可能生活在哪一個臺灣史前文化？ (A)長濱文化 (B)圓山文

化 (C)大坌坑文化 (D)十三行文化。 

 

3. ( C )下列何者最不可能出現在圓山文化的遺址中？ (A)懂得用火燒製陶器 (B)利用磨製石頭的方式製作農具 

(C)利用煉鐵作坊製作鐵器 (D)以漁撈和食用貝類維生。 

 

4. ( B )荷蘭人統治臺灣的時間，前後共達多少年的時間？ (A)15年 (B)38年 (C)50年 (D)67年。 

 

5. ( A )附圖為船員班德所寫的日記。請問：日記中所提到的「公司」隸屬於哪一個國家？ (A)荷蘭 (B)英國 (C)

葡萄牙 (D)西班牙。 

 

 

6. ( D )鄭氏來臺之初，面對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採取什麼方式解決？ (A)侵占原住民原有耕地 (B)派兵攻打原住

民 (C)屠殺擅自發放糧食的官員 (D)採取寓兵於農的軍屯政策。 

 

7. ( A )1670年，臺灣中部的沙轆社與外來政權發生衝突，造成眾多平埔族群與漢人死傷慘重，也讓當地的部落聯盟

分崩離析。這個部落聯盟可能是下列何者？ (A)大肚王 (B)卑南王 (C)噶瑪蘭族 (D)馬賽族。 

 

8. ( B )清朝《續修臺灣縣志》這本書中寫著：「蛤仔難沃足以容眾，險足以藏奸……，民之所趨，不可棄也。」指出

了蛤仔難的重要。下列何人對於蛤仔難的開發極為重要？ (A)鄭經 (B)吳沙 (C)施琅 (D)曹謹。 

 

9. ( B )雍正、乾隆年間，北部的漢人移民增多，臺北盆地興起水田化耕種，農業生產的方式也由粗放式燒墾轉為集約

式精耕細作，以提升稻米產量。當時來臺的居民，多來自閩南、粵東一帶，早已懂得勞動密集的水稻種植業，因此只

要解決了水利的問題，很快就能把平地變成稻米產區。請問：清帝國時期，漢人移民在臺北盆地所興建的水利設施為

下列何者？ (A)猫霧捒圳 (B)瑠公圳 (C)曹公圳 (D)八堡圳。 

 

10.( D )臺灣開港通商之後，在社會、文化、經濟上都起了很大變化，特別是洋行的出現，當時臺灣有五大洋行，分別

是：英國德記洋行、英國怡記洋行、英國和記洋行、德國東興洋行及美國唻記洋行。這五大洋行主要經營海外貿易，

包括茶、糖和樟腦。有關洋行與其經營商品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這些洋行出現在臺灣，是因為清帝國敗於清

法戰爭 (B)樟腦產地在中北部，是最大宗輸出品，曾居世界第一 (C)蔗糖出口歷史悠久，主要由南部府城跟中部鹿

港出口 (D)茶產在臺灣北部，在大稻埕集散，再由淡水出口歐美。 

 

11.( C )根據研究，臺灣歷史上「某個時期」，因為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調，導致家庭維持社會穩定的功能不彰，民間

紛亂衝突狀況層出不窮。請問：上述的「某個時期」最可能是指什麼時候？ (A)荷蘭在臺時期 (B)鄭氏經營臺灣時

期 (C)清帝國統治初期 (D)十九世紀中期臺灣開港通商後。 

 

12.( D )熱蘭遮城日誌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派駐臺灣長官所寫的日記，目前留存在荷蘭國家檔案館，是十七世紀臺灣

史的珍貴史料之一。請問：熱蘭遮城日誌中會記載下列哪一事件？ (A)日本要求高山國進貢 (B)鄭成功歸降清朝政

這片海域對公司航運來說是

困難的，必須派遣特別堅固且良

好的船隻，為了因應中國及日本

大宗貨物的運輸，公司往往會派

大船來大員。而且，因為季風的

關係，這些船必須在 10月底前離

開，回航巴達維亞，這樣才趕得

及在過年期間回到歐洲。 

——西元 1637年 9月 3日 



府 (C)馬尼拉的社會經濟現況 (D)荷蘭人在臺灣傳教與貿易 

 

13.( B )下列是乾隆末年，臺灣一位事件起事者的口供。根據口供內容判斷，此事件應為何？ (A)郭懷一事件 (B)林

爽文事件 (C)戴潮春事件 (D)朱一貴事件。 

 

 

14.( A )清帝國時期，漢人大量自中國移入臺灣、西方勢力再進入，都對於原住民許多層面上的衝擊與改變，請問何者

是正確的？ (A)官府賜姓氏，加速漢化 (B)到書院學習漢人文化 (C) 從農耕轉變成游耕 (D) 未被基督教影響 

 

15.( C )清雍正年間，清廷下令在臺灣增設彰化縣與淡水廳，應是受到哪個事件的影響？ (A)施琅攻臺 (B)清法戰爭 

(C)朱一貴事件 (D)郭懷一事件。 

 

16.( C )航海王國中正在進行大量的改建工程，某日怪手竟挖出一個史前遺址，經過測定是 6,000年前的遺跡，興奮的

魯夫老師要帶著草帽班全體同學一起進行研究。請問：下列哪一個同學的研究內容是不可能的？ 

(A)索隆拿著陶片研究上面以繩子壓印的紋路 

(B)香吉士在研究一根家畜動物的骨頭化石 

(C)騙人布在研究一塊石板上的文字記號 

(D)羅賓發現當時人使用石製工具從事漁撈活動。 

 

17.( B )清帝國統治臺灣初期，雖然實施禁止無照渡臺的政策，但臺灣人口仍不斷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A)原住

民生育率相當高 (B)偷渡來臺情形嚴重 (C)清廷將福建一帶多餘的人口移往臺灣 (D)申請來臺者多為大家族。 

 

18.( B )清廷治臺初期，有人提出建議，強調「要是人民都能組織家庭，民間就不會發生那麼多亂事了。」請問：這是

針對清廷的哪項措施而提出的建議？ (A)漢原分治 (B)渡臺禁令 (C)海禁政策 (D)寓兵於農。 

 

19.( D )康熙末年，臺灣官吏文貪武嬉，政亂刑繁，民心謀反思變。起義軍很快的集結了一千多人，起義的旗幟上寫

「大元帥朱」、「大明重興」、「清天奪國」等字樣，以示「反清復明」、「光復故國」。請問：此次事件應為下列何者？ 

(A)郭懷一事件 (B)鄭經出兵中國 (C)施琅攻臺 (D)朱一貴事件。 

 

20.( C )某本書上介紹到新北市和美山的故事，文章提到清朝某條水圳，下列何者最可能是此篇文章的內容？ (A)此

水圳被稱為「八堡圳」 (B)取用濁水溪的溪水灌溉 (C)郭錫瑠建設灌溉此地區 (D)由原住民獨自興建的水圳。 

 

21.( B )魯夫是在臺灣鹿港經營布料生意的商人，他主要的貿易地是福建泉州。請問：魯夫最可能參加下列哪些商業組

織？ (甲)布郊 (乙)糖郊 (丙)鹿郊 (丁)泉郊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22.( D )今南投縣竹山鎮有一「陳五八祭祀公業」的組織，早在乾隆 46年即由 35名祖籍漳州府平和縣的陳姓民眾成

立，供奉漳州先祖陳五八，組織成員並無一定的血緣關係，但每年春秋兩季會祭祖聯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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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D )下列是某位人士訴說他的經歷：「西元 1865年 6月，我來到臺灣後，進入府城(今臺南)這個當時臺灣最大的城

市傳教，並在繁榮熱鬧的看西街開設診所，進行免費的醫療服務，吸引了不少病患；但隨即有謠言傳出，指控我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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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當地知縣求助，知縣卻表示愛

 
我今年三十二歲。乾隆年間，隨

父親渡海來臺，以耕田、趕車為

業。來臺一年後，加入天地會，

不久成為天地會的北路領袖。後

來，清政府下令解散天地會，到

處搜捕我的盟友，並藉機燒殺搶

掠，濫殺無辜，我等只好抗拒官

兵。 



莫能助，使得我不得不遷回打狗。」請問：這應該是何人的經歷？ (A)馬偕 (B)沈葆楨 (C)劉銘傳 (D)馬雅各。 

 

24.( C )小花到澎湖旅遊，在馬公看到了一外國將士衣冠塚，並有一刻寫著外文的紀念碑，在衣冠塚旁有一簡介寫著：

「……清光緒 11年(西元 1885年)率艦攻入媽宮，因時疫大行，將士罹疫而死者甚多，孤拔亦病歿於此。……下埋孤

拔遺髮、遺物……」請問：根據碑文內容判斷，這座將士紀念(墓)碑與清帝國時期的哪一場戰役最為相關？ (A)施琅

攻臺 (B)英法聯軍 (C)清法戰爭 (D)牡丹社事件。 

 

25.( D )圖片是某時期中國海外貿易的進出口總額統計圖。觀察圖中各區域與中國的貿易概況，分析造成圖中第「Ⅱ」

階段變化的主要原因，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A)朝廷驅逐在華的耶穌會傳教士 (B)玉米、馬鈴薯等美洲作物傳

入 (C)義和團事變對社會經濟的衝擊 (D)鄭氏勢力擁兵東南與清廷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