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雄 市 立 右 昌 國 民 中 學 1 0 2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一 年 級 第 一 次 段 考 歷 史 科 試 題 卷  

(一 )選擇題：每題 4 分，共 100 分                一年   班  座號：   姓名：          

（  ）1.西元 1919 年，五歲的大雄晚上不想睡覺，開始大哭吵鬧。媽媽沒辦法，只好嚇唬他 ：「再哭的話， 

萬一被大人聽到，就會來我們家抓人哦！」大雄一聽，馬上躲進媽媽懷抱，停止哭鬧。」請問：這個讓大雄 

心生恐懼的「大人」，應是指日治時期的何人？  

(Ａ)台灣總督   (Ｂ)日本天皇   (Ｃ)日本警察   (Ｄ) 壯丁團成員 

（  ）2.小敏在《日治時期的台灣經濟》書中看到右表。表格說明：西元 

       1920 年以後台灣稻米的年產量與出口量明顯的大增。請問： 

       下列哪一政策與造成稻米產量與出口量大增「無關」？ 

      （A）蓬萊米的改良成功      （B）台灣銀行的成立 

      （C）推動農業台灣政策      （D）水利設施的興建 

（  ）3.某一文件寫著：「台灣民主國總算完全瓦解，因為○地區的藍地黃虎旗 

       已盡數拔除，□等人也撤退回中國大陸，至此台灣島全部平定。」根據史實，請問：文件內容的○及□處， 

       應填入的答案是？  （A）台北、唐景崧  （B）台南、丘逢甲  （C）南投、羅福星  （D）台南、劉永福 

（  ）4.解說員告訴志明：「這裡曾是台灣第一座運用機器榨糖的新式糖廠，糖廠完工後，促使台灣製糖業從此蓬勃 

       發展，成為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產業，並使台灣一度成為糖業王國。」根據史實，志明參觀的地點應是何地？  

        (Ａ)台北大稻埕       (Ｂ)南投霧社        (Ｃ)高雄橋頭       (Ｄ)台南玉井 

（  ）5.小英動手整理某一主題的相關事件(右表)，根據表中事件的分析，  

      小英整理的事件主題應是？    （A）工業日本、農業台灣 

       （B）無方針主義   （C）皇民化運動   （D）內地延長主義 

（  ）6.書中記載：「西元 1915 年，台灣地區發生了一場以宗教為名義的 

       反抗事件，主事者【？】利用乩童、符咒等民間信仰號召群眾，最後 

       卻慘遭日本人鎮壓，死傷人數眾多，甚至引起國際輿論的注意。」 請問：文中【？】 應填入的人物是？  

       （A）莫那魯道      （B）李鴻章        （C）羅福星       （D）余清芳 

（  ）7.小螢說：「日本人不斷的掠奪森林與樟腦資源，使他們負擔沉重的勞役，最終引爆他們的抗日行動。」 

       小火說：「結果，日本軍隊不但以飛機轟炸，而且還施放毒氣，造成當地居民死傷慘重。」 

       小蟲說：「發起的頭目最後雖然自盡了，但也促使總督府重新檢討對原住民的政策。」  

       請問：根據同學們的討論內容，他們的報告主題應為？  

      （A）霧社事件 （B）牡丹社事件  （C）苗栗事件 （D）西來庵事件 

（  ）8.咚咚在書上看到：西元 1896 至 1906 年台灣財政收支圖 (見右)。 

       由資料得知，自西元 1897 年以後，總督府的財政收入逐年增加， 

       日本政府對臺灣的補助則逐年減少，請問：此一情況的轉變與下列 

       哪些政策的實施有關？   （甲）工業台灣、農業南洋 

      （乙）推動基礎建設  （丙）實施專賣制度  （丁）實行配給制度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丙 

（  ）9. 莎莎在一份台灣史料上，看到如下的記載： 

(一) 李鴻章：「我接獲台灣巡撫的電報，台灣人民對於可能割讓台灣的反應非常激烈，已表達 

               願意誓死對抗日本的決心，請日本當局能否考慮，放棄奪取台灣的想法。」 

(二)伊藤博文 ：「讓我們放棄台灣，此事，絕無可能。」  

        請問：文件上李鴻章所接獲的電報，應是下列哪一位台灣巡撫所發出？  

       （A）劉銘傳         （B）丘逢甲          （C）唐景崧        （D）邵友濂 

（  ）10.承上題，當年日本之所以能要求清廷割讓台灣，是因為發生了下列何事？ 

       （A）第一次世界大戰  （B）中法戰爭    （C）甲午戰爭   （D）中日戰爭 

（  ）11.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為了能嚴密的控制臺灣社會，建立堅實的統治政權，  

         曾經利用【右列】哪些制度來加強管理？  

        （A）甲丙       （B）乙丙        （C）甲乙        （D）丙丁 

（  ）12.小明閱讀《○傳記》：「西元 1898 年他就任民政長官後，他認為要以科學的 

         調查與基礎建設來統治台灣，所以成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開始對 

         台灣進行各項的基礎建設，以配合日本國內的需求。」根據文意：小明正閱讀哪一位人物傳記？ 

        （A）磯永吉       （B）後藤新平       （C）八田與一     （D）兒玉源太郎 

  主題：   ？    

甲 文官總督來台任職 

乙 民族自決思潮的影響 

丙 將日本法律制度延用到台灣 

甲 保甲制度 

乙 徵兵制度 

丙 警察制度 

丁 州廳長制度     

【背面尚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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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小言的報告主題為「日治時期的保甲制度」。請問：下列哪一項敘述才符合史實？ 

       （A）保甲必須配合日本軍隊，執行地方公共事務   

       （B）以十戶為一保，十保為一甲，並設甲長及保正      

       （C）是總督府擴大鄭氏治台的保甲制度而來 

       （D）採行連坐法方式，一人犯罪，同保甲的民眾須受連帶處罰 

（  ）14.日治時期，總督府為了加強殖民統治和經濟活動的進行，在交通方面進行了 

        多項的建設。其中，在【右圖】的哪兩個地方，重新整建了港口，使其成為貨物 

        進出口的重要門戶？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  ）15.《話說台灣史》有段敘述：「……當時我們必須憑著『米糧購買券』才能購買定量 

        的食物，依照各家庭的人數，大約每十天去領分配的糧食；那時街頭上常見到『納稅報國』的標語， 

        總督嚴格要求人民必須準時納稅，生活過的很辛苦。」請問：這段敘述的背景，應與哪一事件有關？ 

       （A）中日戰爭     （B）日軍侵台       （C）甲午戰爭     （D）第一次世界大戰 

（  ）16.小麗在《圖說臺灣史》看到描述台灣某一時期 

         社會現象的插畫，畫中顯示當時台灣人改用日姓 

        、並祭拜日本神祇。請問：畫中的時代背景為何？ 

        （A）配合內地延長主義的實施 

        （B）無方針主義時期的政令 

        （C）文官總督的強烈要求 

        （D）皇民化運動推行的結果 

（  ）17.同學們討論「日治前期：台灣的基礎建設」。那麼下列哪一項建設不應該出現在討論中？  

       （A）成立台灣電力株式會社   （B）統一發行貨幣   （C）首次戶口普查   （D）完成南北縱貫鐵路 

（  ）18.娟娟上網查詢「日治時期殖民體制」的相關資料。請問：網路上的哪一項資料，才是正確的？  

       （A）資料 1：依據「六三法」，日本警察擁有絕對的軍事權，成為台灣最高的行政首長 

      （B）資料 2：西元 1920 年代時，總督府終於將台灣的行政區劃，確定為五州三廳 

        (Ｃ) 資料 3：為了有效的處理地方行政，地方首長得以擁有自主權與自治權  

        (Ｄ) 資料 4：日軍攻進基隆城後舉行始政典禮，並開始在當地建造總督府 

（  ）19.小美在書房發現一張日治時期的「國語之家獎狀」(見右圖)，查詢後才聽爺爺說 

        ：「這是爺爺小時候家裡為了配合日本當局的政策，全家努力學說日文獎勵狀。」 

         請問：春子爺爺所說的政策應是指下列何者？  

        (Ａ)皇民化運動   (Ｂ)內地延長主義   (Ｃ)工業台灣政策   (Ｄ)無方針主義 

（  ）20.魏導演的電影「抗日志士：羅福星」即將上映。請問：下列哪一情節會出現在影片中？  

       （A）他曾是台灣蔗農，不甘心受日本企業長期的壓榨，才憤而起身抗日 
       （B）羅福星被判處死刑後，漢人才轉而以非武裝的政治、社會運動來爭取權益 

       （C）夥同莫那魯道等人偷襲噍吧哖的警察派出所，是當時規模最大的抗日事件 

       （D）羅福星在苗栗號召抗日義軍，最後因消息走漏而宣告失敗 

（  ）21.右圖為日治時期總督下令張貼的一則公告，依據公告內容研判， 

        下列敘述何者才正確？  

       （A）此公告的目的，是為了推動日臺合一政策，藉此籠絡台灣人民 

      （B）公告張貼於中日戰爭爆發之後，目標在激發台灣人的愛國心 

       (Ｃ) 當時日本派遣武官總督來臺治理，採取鎮撫兼施的手段 

        (Ｄ) 為推行內地延長主義作準備，使台灣人獲得與日本人相同的待遇 

（  ）22.保貴是日治時期壯丁團的成員，請問：下列哪項任務並非歸他負責？ 

        （A）防範匪徒     （B）進行林野調查      （C）捉拿抗日份子       （D）協助救災 

（  ）23.小花熟讀日治時期台灣輕工業發展，發現自 1934 年日月潭水力發電所完工後，各地紛紛成立食品加工廠 

        與紡織廠，使台灣的輕工業急速攀升，此一工業化的現象應與下列哪一政策的推動有關？  

        (Ａ)南進政策      (Ｂ)日臺合一政策   (Ｃ)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    (Ｄ)無方針主義 

（  ）24.《天下雜誌》曾經推出「為台灣逐夢的人」系列報導紀錄片。其中，有一集是介紹日治時期的歷史人物： 

         八田與一。請問：這一集的主題會強調此位歷史人物的哪一項事蹟 ？ 

         (Ａ)投資蓋新式糖廠     (Ｂ)改良蓬萊米      (Ｃ)籌建日月潭水力發電所      (Ｄ)建造嘉南大圳 

（ ）25.靜子是一位日治後期的小女孩，在她就讀小學時，她的父親就因為戰爭的需要，被日本皇軍徵調到南洋 

        作戰；上學時她最有印象的不是上課的內容，而是老師常常要帶著學生躲在防空洞裡，躲避外國飛機的 

        轟炸。請問：當年靜子的父親被日本徵調參與下列哪一場戰爭？  

       （A）甲午戰爭      （B）中法戰爭        （C）第一次世界大戰       （D）中日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