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 111學年第 1學期歷史科 7年級補救教學講義(翰林版)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每題 5分 共 100分 

( A )01.曉晴參加臺灣東部文化之旅，聽到解說員提到：「根據學者推測，這些人已有群居生活，但是不會製作陶器，也不懂農耕

技術，主要的生活工具只有敲打方式製作的石器，以及用動物骨頭加工的角器。」據此推斷，這應是哪一時代的先民生活？

(A)舊石器時代 (B)新石器時代早期 (C)新石器時代晚期 (D)金屬器時代晚期 

( C )02.早期臺灣原住民族並沒有文字，而傳說與神話是了解其發展的重要材料，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他們的口述傳說與神話？(A)

部分原住民稱自己祖先從裂開的石頭而出，不符合科學推理，不值得採信。(B)祖先曾遭遇洪水災難的傳說，顯示臺灣原住

民從中國的黃河流域遷徙而來。(C)從部分傳說可推知原住民可能從其他島嶼移居至臺灣，再遷移到其他地區。 (D)許多臺

灣原住民都有洪水氾濫的傳說，證明其祖先相同並且來自同一地區。 

( D )03.右圖是卑南文化遺址出土的人獸形玉飾，考古學家在宜蘭、臺北等地區的新石器文化遺址， 

都發掘出形狀類似的玉飾。關於這種情況，下列何者推論最為合理？(A)玉石不是臺灣的特產， 

這些應該都是從海上貿易而來。(B)這種形狀類似情形只是偶然發生，沒有特殊歷史意義。 

(C)這顯示出遠古時代的臺灣與中國大陸人們有密切往來。(D)臺灣島內玉器形式的相似，反映出 

島內文化間的交流。 

( A )04.鄭氏在臺期間，除了拓墾活動外，還透過何種方式來維持財政需求？ 

(A)對外貿易 (B)課徵重稅 (C)對外侵略 (D)財政改革 

( A )05.郁永河所著偽鄭逸事中曾提到：「成功在海外島嶼，養兵十餘萬人…而財用能夠不匱乏，是因為有對外貿易的利益。本朝

嚴禁對外貿易，任何舢板小船都不得入海，然而商賈壟斷通商，賄賂守口官兵，暗自與鄭氏往來，藉此使商品通達廈門，

然後通販各國…於是通商貿易之利皆被鄭氏壟斷…。」請問：由上述資料可知鄭成功以何方式來維持對外貿易？(A)走私貿

易，獲取商品(B)歸降清帝國，壟斷貿易(C)出兵福建，打通貿易(D)占據金、廈，出兵臺灣。 

( C )06.「今天指揮官召開議會做出決議…就要帶軍隊出發去淡水…在那裡尋找一個適當地方以興建城堡。又遵照總督閣下與東印

度議會的指令，要把所有西班牙人屬下的人員，全部送去大員。」請問:作者寫這篇日記的時空背景為何？ (A)1624 年，

西班牙人被沈有容趕出澎湖後，轉往臺灣北部 (B)1626 年，西班牙與葡萄牙爭奪澳門失利，改往淡水發展 (C)1642 年，荷

蘭人從大員北上，將西班牙人趕出臺灣北部 (D)1664 年，日本政府開始鎖國後，西班牙人被迫離開臺灣。 

( A )07.根據西班牙文獻記載：臺灣北部的原住民不但善於操舟，且懂得外語，在尚未接觸外人前，已經與海商間有貿易往來。上

述臺灣北部的原住民應該是下列何者？ (A)馬賽族 (B)泰雅族 (C)賽夏族 (D)西拉雅族 

( B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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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日誌中會記載下列哪一事件？(A)日本要求高山國

進貢 (B)荷蘭人在臺灣傳教與貿易 (C)馬尼拉的社會經濟現況 (D)鄭成功歸降清朝政府 

( B )09.十七世紀出版的新約聖經，文字是以羅馬字母拼寫臺灣原住民的語言。請問：傳教士之所以協助原住民拼寫語言，其目的

應該是下列何者？(A)指導農耕技術 (B)教導閱讀聖經 (C)籌畫建立孔廟 (D)協助對外貿易 

( B )10.清廷朝臣曾說：「臺灣位居海外且範圍狹小，無助於中國疆域的增廣；當地人民裸體紋身，難與我們和平共處。未來勢必

花費政府許多金錢卻無益於國家，不如將人群遷回大陸。」我們應如何解讀這段資料？(A)朝臣認為臺灣開發缺乏人力，欲

強迫中國無業男性來臺拓墾 (B)清廷收復臺灣後，部分官員認為臺灣不值得政府花心力經營(C)施琅主張留臺以保衛中國東

南沿海，即是響應上述朝臣說法 (D)清廷對保留臺灣一地有疑慮，促成日後在臺廣設行政區情形 

( A )11.重修臺灣縣志記載：「客頭夥同不肖船家，用溼漏小船載運數百人，並讓他們全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不讓這些人出來。

船隻乘著黑夜出洋，若遇到大風浪，可能會船翻人亡。快到岸時，擔心被人發覺，因此靠近沙岸時，就會將人群趕下船，

稱為『放生』」。這段敘述描述的是哪一歷史情景？(A)移民偷渡過程相當困難且危險重重(B)移民來臺普遍出現拋妻棄子的

行為(C)渡臺禁令導致臺灣的性別比例失衡(D)清廷消極管理使臺灣社會動盪不安 

( C )12.康康到墾丁國家公園旅遊，在屏東縣 車城鄉看到一座墓碑上寫著「大日本 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請問：這個墓碑記載

的傷亡者與哪一歷史事件有關？(A)郭懷一事件 (B)林爽文事件 (C)牡丹社事件 (D)清 法戰爭 

( D )13.鎮平是光緒年間生活在臺灣的漢人，請問：他可能有什麼樣的遭遇？(A)遇到日本派來臺灣招降高山國的使節，利益驅使

下為其帶路 (B)跟隨吳沙前往噶瑪蘭開墾土地，卻遭遇海盜與原住民的侵擾 (C)搭乘火車前往花東旅遊，發現原住民的生活

方式和自己很像 (D)政府解除來臺禁令，使他居住的地方突然增加了許多新移民 

( A )14.這個地方製茶工房林立，茶葉產期，茶行必須雇用許多女工，多則五、六十人，少則 二、三十人，甚至有漳、泉婦女來

此短期工作，每日工資四、五錢不等。請問：這個 地方應是下列何地？(A)大稻埕 (B)艋舺 (C)安平 (D)打狗 

( D )15.康熙23年，清廷同意開放□□與廈門進行貿易，此後臺灣各地生產的米穀，會先用牛車、小船載運至□□，然後裝載於大船

上運往廈門，□□成為當時唯一與中國大陸進行商業貿易的港口。請問：□□應填入哪一個地點較適當？(A)淡水 (B)基隆 (C)

八里坌 (D)鹿耳門 

 



( D )16.阿土哥是清 康熙時期的泉州人，聽人家說臺灣未開發的土地廣大、工作機會多，決定到臺灣打拼。他來到臺灣，可能有怎

樣的遭遇？(A)多數平原地區已被開發，他只能依循法規前往深山進行開墾(B)政府主張土地國有，提供耕作工具與種子，使

他的生活迅速安定(C)他申請攜家帶眷來臺，終於獲得政府許可，一家在臺灣團聚(D)開墾土地時，原有水源不敷使用，他只

好集資自行修築水圳 

( C )17.清帝國統治時期，臺灣出現多條水利建設，有助於農地的開發與利用。其中漭公圳的修築，對臺北盆地的開發貢獻極大。

請問：漭公圳修建時，應隸屬於哪一個行政區？(A)諸羅縣 (B)彰化縣 (C)淡水廳 (D)噶瑪蘭廳 

( B )18.清代 臺灣吏治不良，駐防軍隊軍紀敗壞，加上民間祕密結盟風氣盛行，經常發生反抗官府的民變。請問：下列何者最能解

釋民變的意義？ (A)奴隸反抗雇主 (B)人民反抗官府 (C)地方反抗中央 (D)佃農反抗地主 

( C ) 19.美智為了準備歷史報告，蒐集到下列資料：「當時，一群有相同血緣關係的同姓者，為求聯誼團結，以他們第一代來臺的

祖先或其後代為祭祀對象，並由祖產中提撥部分資產作為祭祀費用。」請問：美智歷史報告的主題應為下列何者？(A)平埔

族群的祭典儀式 (B)荷蘭統治下的基督教規範 (C)清帝國統治時期的宗族組織 (D)清帝國統治時期的郊商組織 

( C )20.清代 臺灣在一場民變過後，皇帝為了紀念此事，一方面將諸羅改名為嘉義，一方面在府城外豎立了九座紀念碑。請問︰這

位皇帝所慶祝的是順利平定哪場民變？ (A)郭懷一事件 (B)朱一貴事件(C)林爽文事件 (D)戴潮春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