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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 補救教學講義七年級歷史科(翰林版) 班級：  座號：  姓名： 
   選擇題 1-20題,一題 5分。共 100分 

1.(B)歷史老師在課堂上說：「花岡一郎(賽德克族族 

    名Dakis Nomin)與花岡二郎(族名Dakis Nawi)的名字 

是日本人取的，兩人既不是兄弟，也非日本人，卻 

進入埔里小學校就讀，是受到日本人精心培養的原 

住民青年。他們的婚姻由日本人安排，家庭生活也 

深受日本影響，與一般日本人幾乎相同……」根據 

上述的內容，老師應該正在講述哪一個主題？ 

(A) 開山撫番與原住民非武裝抗日 

(B) 教化措施與原住民傳統的變遷 

(C) 劃界封山與原住民族群的復興 

(D) 理蕃政策與原住民土地的流失  

2.(C)總督府為帶動臺灣農業的生產量，不但引進農 

    業技術人才，並積極從事農作改良，且為擴大臺 

    灣的農業種植面積，曾興建下列何項水利設施？  

    (A)瑠公圳(B)八堡圳(C)嘉南大圳(D)曹公圳 

3.(C)1937年總督府在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其動機為何 

？(甲)消除臺人對中國大陸的祖國觀念(乙)利於招募 

臺人從軍，為日本帝國戰爭(丙)徹底改變臺人辮髮 

與纏足的陋習(丁)養成臺人對日本國籍的認同與愛 

國心  

(Ａ)甲乙丙 (Ｂ)乙丙丁 (Ｃ)甲乙丁 (Ｄ)甲丙丁。 

4.(C)附圖為英傑環島旅行中在臉書的貼 

文，他搭乘的鐵路支線現在主要是 

以觀光為主，但其最初修築的目的 

應為下列何者？  

(A) 促進南北交通(B)貨物進出口門 

(C)開發森林資源(D)聯絡各城鎮的

公路。 

5.(D)日本治臺時期，施行「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動 

機何在？(A)配合環境資源的平衡政策(B)兩地傳統 

經濟的順勢發展(C)提升臺灣農業生產力，以改善人 

民生活(D)遂行殖民帝國對臺灣的經濟剝削。 

6.(A)「□主張民主政治必須要有反對黨，他曾想結合來 

自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與臺灣本土的政治精英，籌 

組中國民主黨，結果遭到執政者鎮壓。」上述的□ 

應是指何人？  

(A)雷震(B)陳儀(C)林獻堂(D)蔣經國 

7.(D)「禁書」是政府或當權者，為鞏固地位，而實行的 

思想禁錮。以下為台灣某個時期的審核出版品是否 

為禁書的理由:「1. 書籍作品有共產思想、2. 在香 

港或海外，仍與中國有聯繫的作家3.得罪蔣中正及 

蔣經國父子的人」請問這個時期應該是? 

    (A)1880年代(B)1910年代(C)1930年代(D)1950年代 

8.(C)日治初期，臺民不斷發起武裝抗爭活動；到一九二 

○年代起，漸漸轉變為較溫和的社會運動。當時臺 

灣有識之士大多致力於下列何種社會運動？(A)策畫 

武裝抗日(B)要求土地所有權(C)傳播新知啟迪民智  

(D)保存社會傳統習俗。 

9.(D)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對臺灣日後的政治與族群關係產 

生不良的影響，其發生的背景為何？(Ａ)日本不肯 

歸還臺灣給中國(Ｂ)共產黨的挑撥(Ｃ)列強勢力的干 

涉(Ｄ)戰後經濟蕭條，社會問題嚴重。 

10.(A)戒嚴令曾經限制了臺灣人民言論、出版、集會、 

     結社等自由。請問：「戒嚴令」對臺灣人民造成什 

     麼樣的影響？(Ａ)基本人權受到限制(Ｂ)纏足辮髮 

     遭到革除(Ｃ)「黨外」勢力因而崛起(Ｄ)日式「奴 

     化」生活消除。 

11.(A)近年來，臺灣人民請願遊行的情況屢見不鮮。臺 

灣人民真正擁有集會、請願的權利，其關鍵應是 

下列何事？(Ａ)解除戒嚴(Ｂ)廢除《動員戡亂時期 

臨時條款》(Ｃ)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Ｄ) 

國共內戰導致國民政府遷臺。 

12.(B)黨禁、報禁的解除，以及人民集會、遊行的開放， 

代表臺灣的民主政治已慢慢步上軌道。以上的政策 

是在哪一個總統任內完成的？(Ａ)蔣中正(Ｂ)蔣經國   

(Ｃ)李登輝(Ｄ)陳水扁 

13.(C)西元1902年時，臺灣到東京求學的學生為三十多人 

    ，至西元1920年時已增至九百多人。關於此現象背 

    景的理解，下列說明何者最為恰當？ 

(A) 臺灣的基礎教育十分普及(B)總督府的教育政策 

相當成功(C)臺灣的中高等教育仍然不足(D)臺灣民

眾的抗日意識已經瓦解 

14.(A)韓戰爆發後，美國意識到臺灣在冷戰情勢中的重 

要地位，開始積極援助臺灣，後更與臺灣簽訂哪 

一條約，締結更為緊密的聯盟關係？(Ａ)《中美 

共同防禦條約》(Ｂ)《中美建交公報》(Ｃ)《 

臺灣關係法》(Ｄ)《聯合國憲章》。 

15.(D)取得台灣作為殖民地以後，日本為了某些資源的 

巨大利益而開始發動了所謂的五年理蕃計畫，請 

問這些資源指的是?(A)茶葉、鹿皮(B)稻米、蔗糖 

(C)茶葉、蔗糖(D)樟腦、林木 

16.(B)在臺灣與中國大陸終止交流 40 年之後，政府終於 

開放臺灣人民至中國大陸探親，這是哪一位總統 

任內的措施？ 

(Ａ)嚴家淦(Ｂ)蔣經國(Ｃ)李登輝(Ｄ)陳水扁。 

17.(D)日治時期，台灣曾流行「第一憨，種甘蔗予會社

磅」、「三個保正八十斤」等諺語，請問這樣的

諺語反映出台灣何種的現象？  

      (A)甘蔗生產過剩(B)稻農人數過少 

      (C)台灣農夫的勤勞(D)蔗農備受壓榨。 

18.(B)有關於原住民在中華民政府遷台後的治理下生活轉 

變的敘述何者錯誤？  

      (A)政府制定法規保護原住民生存領域 

      (B)為了控制部落招待頭目到中國旅行 

(C)要求原住民說國語並且改漢姓 

      (D)以「山地同胞」來稱呼這個族群 

19.(A) 以下為一則新聞報導: 

    「這一個多月來，中共解放軍在四十四天內對金門

發射了四十七萬五千發炮彈，國軍力守，終於逼

使解放軍放棄封鎖金門」請問這份報導的標題應

該是？(A)八二三炮戰的爆發(B)國共內戰的爆發

(C)中美建交的過程(D)開放小三通的策略。  

20.(D)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極力傳入西方文明與日本文 

化，使台灣與日本同時並進，吸取近代文明，讓 

台灣慢慢邁入近代社會，有關於台灣社會在日治 

時期的社會變遷何者錯誤? 

      (A)剪除清朝的辨髮(B)婦女解放纏足 

      (C)星期制作息(D)開放臺人全面參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