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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國一歷史補考題庫 

1. ( Ｃ ) 阿秀周末時和家人出遊，發現在某個菜市場裡的小廟「水仙宮」，竟然曾是清帝國時期當地糖郊的總部。一旁的神農

老街、接官亭等史蹟，都見證了這座城市是臺灣在清帝國初期唯一合法港口所在。請問：阿秀出遊的地點位於下列哪

一縣市？  

(Ａ)屏東縣 (Ｂ)高雄市 (Ｃ)臺南市 (Ｄ)彰化縣。 

2. ( Ｄ ) 臺灣原住民自數千年前起移居臺灣，根據研究，他們來自哪一個語系族群？  

(Ａ)印歐語族 (Ｂ)南亞語族 (Ｃ)拉丁語族 (Ｄ)南島語族。 

3. ( Ｂ ) 歌舞劇「大肚王國奇遇記」的首次演出在大肚國小，劇中主角穿越時空回到 400 多年前，被巴布拉族人發現，繼而和

他們一起冒險，共同拒絕荷蘭人的不合理要求，最後為了解救部落的危難，頭目壯烈犧牲，而主角也回到現實世界。

上文中提到的原住民族，應該在分布在附圖中的何處？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4. ( Ｃ ) 清帝國將臺灣納入版圖後，限制移民來臺，但是漢人仍冒險渡臺。這些漢人移民主要來自何處？  

(Ａ)江西省 (Ｂ)湖南省 (Ｃ)福建省 (Ｄ)越南。 

5. ( Ａ ) 附表是根據某一概念所整理出的表格，若依相同概念填入第四組內容，下列何者最適宜？ 

 關係 

1 荷蘭—臺灣南部 

2 荷蘭—印尼雅加達 

3 葡萄牙—澳門 

4 ？ 
  

(Ａ)西班牙—馬尼拉 (Ｂ)德國—法國 (Ｃ)越南—韓國 (Ｄ)日本—中國。 

6. ( Ａ ) 清帝國初期，促成許多漢人移民臺灣的主要動機為何？  

(Ａ)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居民生活困難，紛紛到外地發展 (Ｂ)政府鼓勵沒有土地的漢人，到臺灣開發墾殖 (Ｃ)政府

徵調漢人，到臺灣征討原住民 (Ｄ)臺灣經濟遠較中國繁榮，文教事業興盛。 

7. ( Ｃ ) 根據史書的記載，大航海時代，臺灣有的原住民部落，會選擇與「外來政權」維繫較為友好的互動關係，甚至藉此提

升自己的地位，並獲得更多的協助，以對付自己敵對的部落。下列哪一原住民部落為此種型態的代表？  

(Ａ)馬賽人 (Ｂ)大肚王 (Ｃ)新港社 (Ｄ)麻豆社。 

8. ( Ｂ ) 清帝國早期，移墾臺灣的漢人與中國間的貿易往來興盛，其輸入的貨品主要以下列何者為主？  

(Ａ)稻米、蔗糖 (Ｂ)紡織品、藥材 (Ｃ)火藥等武器 (Ｄ)鹿皮與盔甲。 

9. ( Ａ ) 《國姓爺傳奇》一書談到：「他的父親為海商出身，後來向明朝投降，被授予官職，成為明朝對付臺灣海商的主力，

不料後來卻叛明降清。為了延續明朝正統，他率兵攻打臺灣，並收復臺灣作為反清的根據地。」上述人物是誰？  

(Ａ)鄭成功 (Ｂ)施琅 (Ｃ)鄭芝龍 (Ｄ)陳永華。 

10. ( Ｄ ) 清初聖祖康熙下令：「不准任何船隻下海，嚴禁任何糧食闖關，凡是違反禁令者，一律連坐處死，務必使海上那批

人，在糧盡援絕以後做鳥獸散。」上文中的「海上那批人」所指為何？  

(Ａ)倭寇 (Ｂ)西班牙人 (Ｃ)荷蘭人 (Ｄ)臺灣鄭氏。 

11. ( Ｃ ) 清廷攻占臺灣，明朝寧靖王五妃自殺殉國，而留下五妃墓及五妃廟。請問：當時進攻臺灣的清帝國大將是下列何人？  

(Ａ)鄭經 (Ｂ)沈有容 (Ｃ)施琅 (Ｄ)顏思齊。 

12. ( Ａ ) 藝珍在《臺灣開發史》一書中，看到東部在清帝國時期開發交通路線圖，如附圖所示。請問：此一路線圖代表當時臺

灣歷史有何發展？ 

(Ａ)廢除劃界封山禁令 (Ｂ)臺灣進入鐵路新紀元 (Ｃ)臺灣建省，提高行政層級 (Ｄ)東部取代西部成為政治經濟

中心。 

 

13. ( Ｄ ) 清帝國時期，在臺灣常可見到民間或官方大規模修築水圳、埤塘、水庫的痕跡，其主要目的為何？  

(Ａ)吸引漢人移民臺灣 (Ｂ)促進原漢交流往來 (Ｃ)使交通運輸更便利 (Ｄ)取得農業灌溉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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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Ａ ) 清帝國早期，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等三大商業中心。請問：這三大都市分別是指今日何處？  

(Ａ)臺南、鹿港、萬華 (Ｂ)臺南、鹿耳門、淡水 (Ｃ)臺北、鹿耳門、萬華 (Ｄ)臺北、鹿港、淡水。 

15. ( Ｃ ) 17 世紀，荷蘭人進占臺灣南部後，最先在大員建了哪一座城，作為統治臺灣的行政中心？  

(Ａ)赤崁樓 (Ｂ)承天府 (Ｃ)熱蘭遮城 (Ｄ)普羅民遮城。 

16. ( Ｃ ) 清咸豐 3 年，艋舺地區發生郊拼事件，這是來自泉州的三邑人和同安人為爭奪地盤和經濟利益而發生的衝突，兩邊人

馬互不相讓。請問：此一郊拼事件可歸類為何者？  

(Ａ)民變 (Ｂ)反清復明的起義 (Ｃ)械鬥 (Ｄ)漢人與原住民的衝突。 

17. ( Ｃ ) 1641 年 4 月 11 日，臺灣長官率領政廳幹部、教會人士，召開地方會議，原住民的代表也有出席這場會議如表。請

問：出席這場會議的代表，應為各社中哪種身分的人？ 

(Ａ)巫師 (Ｂ)商人 (Ｃ)長老 (Ｄ)教師。 

村社 代表人數 村社 代表人數 

新港社 2 人 大目連社 2 人 

大目降社 3 人 麻豆社 5 人 

萬丹社 1 人 大武壟社 4 人 

蕭壟社 5 人 放索社 4 人 

 

18. ( Ｄ ) 距今 7000 至 2000 年前左右是臺灣的新石器時代，下列何者不是臺灣新石器時代的重要特徵？  

(Ａ)磨製石器 (Ｂ)燒製陶器 (Ｃ)農業出現 (Ｄ)鐵器使用。 

19. ( Ａ ) 清帝國時期，所謂的「番界」指的是用來隔離漢人與原住民的界線。一般是以立碑或掘溝堆土的方式設立。請問：這

種番界的設立跟清廷的哪一項政策有關？  

(Ａ)劃界封山 (Ｂ)渡臺禁令 (Ｃ)開港通商 (Ｄ)開山撫番。 

20. ( Ｃ ) 清帝國初期，臺灣社會上有許多的「羅漢腳」。請問：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為何？  

(Ａ)西方傳教士來臺傳教 (Ｂ)清廷遣送罪犯至臺灣 (Ｃ)渡臺禁令影響 (Ｄ)反清戰爭所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