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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美崙國中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七年級 

歷史科試卷 (範圍 1-2課) 代碼:06 

7年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單選題：(每題 3分，共 60分) 

(   )1. 每到過年，不少人都會到銀行換新鈔，討吉利和

發紅包。請問：臺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是

下列哪間銀行？ (A)玉山銀行 (B)高雄銀行 

        (C)臺灣銀行 (D)聯邦銀行。 

(   )2. 《雨夜花》是臺灣一首著名的閩南語歌曲，日 

       治時期日本人曾將這首歌修改為《榮譽的軍 

       夫》，用來鼓舞臺灣人踴躍去做日本兵的軍夫。 

       請問：這最有可能發生於什麼時期？ 

       (A) 1895年日本人正準備接收臺灣 

       (B)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C) 1937年總督府實行皇民化運動 

       (D)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   )3. 日治時期，日本人在臺灣進行不少經濟建設， 

       但當時日本之所以建設臺灣是有其目的。請問： 

       關於日本建設臺灣的主要動機，下列何者正確？ 

       (A)希望日臺合一     (B)配合日本國內需要 

       (C)協助臺灣獨立     (D)使臺灣成為模範省。

(   )4.「臺灣總督得於其轄區內，頒布具有法律效力之 

       命令。」這是 1896 年日本發布的「六三法」 

       第一條條文，由此條文內容來看，「六三法」對 

       於當時臺灣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Ａ)形成總 

       督專制的統治體制    (Ｂ)從此臺灣人可以自 

       主管理   (Ｃ)臺灣總督須具備司法背景 (Ｄ) 

       視臺灣為日本內地的延長。 

(   )5. 許多俗諺可反映社會情況。請問：「第一憨，

種甘蔗予會社磅」反映當時社會什麼情景？  

        (A)日本人將便宜蔗糖賣至臺灣    (B)臺人發

明新品種甘蔗   (C)臺灣蔗農被壓榨   (D)實

施甘蔗專賣制度。 

(   )6. 日治時期，總督府推行「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請問：下列關於內地延長主義的敘述，何者

正確？ 

       (A)臺灣總督由文官出任 

       (B)受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風氣影響 

       (C)臺灣人民因此受到帄等的待遇 

       (D)要將臺灣建設得和中國內地一樣。 

(   )7. 附圖是 1927 年上半年臺北市臺、日人每天工資 

        比較表，從表中的數據看來，可知下列何事？ 

 

        (Ａ)工業日本，農業臺灣 (Ｂ)工業臺灣，農業 

        南洋 (Ｃ)臺灣人在就業上受到不帄等待遇 

        (Ｄ)臺灣人在就業上多以勞工階級為主。 

(   )8.日本治臺初期，對於原住民並不積極治理，運 

       用鐵絲電網、木牆、哨站所等，將原住民圍堵 

       於山區，其原因為何？ 

     (A)疲於應付帄地的武裝抗日    (B)欲取得茶 

     葉資源    (C) 進行土地調查   (D)從事人類 

     學研究   

(   )9. 附表是歷史上某人在臺灣旅遊的部分行程，依 

        內容判斷，此人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時間 地點 參觀行程 

2/22～

2/23 
臺南 

孔廟、赤崁樓、嘉南大

圳 

2/23～

2/24 
高雄 

西子灣海水浴場、臺糖

製糖廠 

2/24 屏東 鵝鑾鼻燈塔 

2/27 臺北 臺灣銀行、臺北郵便局 

        (Ａ) 跟隨鄭成功來臺的明朝文人   (Ｂ)清 

        代開 港時來臺的外國商人 (Ｃ)日本統治下 

        訪臺的國會議員   (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的駐臺牧師。             

(   )10.日治時期的臺灣曾發生多起抗日事件，日本政

府大多採取軍事鎮壓。某次軍事行動過程中，

總督府使用飛機、毒氣等展開鎮壓，事件結束

後，也促使總督府重新檢討原住民政策。請問：

這次的軍事行動為下列何者？ 

        (A)麻豆社事件    (B)西來庵事件 

        (C)霧社事件   (D)牡丹社事件  

(   )11. 1940 年，住在新竹的柔柔想搭火車到南部探 

        親，請問：她最遠可搭到下列哪一站？  

        (A)宜蘭  (B)嘉義  (C)高雄 (D)臺南。 

(   )12.賴和的小說《惹事》以日治時代為背景，藉由 

        故事中的人物之口，以諷刺的方式描述有一群 

        雞因為飼主是「大人」的關係，因此在村中也 

        有了特別的地位。請問：故事中的「大人」應 

        為下列何者？    (A)民政長官 (B)臺灣總督 

        (C)警察 (D)保甲。 

(   )13.琍穎在做段考複習時，看到課本上有一張「臺 

        灣輕工業生產指數圖」（如附圖）。請問：圖中 

        在 1930年代以後，生產指數大幅上升的原因為 

        何？  (Ａ)日月潭發電所的完工 (Ｂ)基隆到 

        高雄鐵路完工通車 (Ｃ)蓬萊米新稻種的培植 

        成功 (Ｄ)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運動。  

            
 

 

(   )14. 1895 年，日軍在臺灣北部登陸後，不久進入臺 

        北城，成立何種政府組織舉行始政典禮，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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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治臺灣？   (A)臺灣省  (B)臺灣省政府   

       (C)臺灣府  (D)臺灣總督府。 

(   )15. 1902 年後，臺灣總督府的田賦收入約上漲三 

        倍，這是因為當局實施什麼政策？  

        (A)人口普查   (B)林野調查    (C)統一貨幣 

  (D)土地調查。                                                              

(   )16.臺灣米本為口感較硬的在來米，後來經由日人 

       改良，培育出鬆軟的蓬萊米，成為現在臺灣人吃 

       的米種。請問：蓬萊米由誰培育而成？  

       (A)新渡戶稻造  (B)八田與一  (C)磯永吉    

       (D)後藤新帄。 

(   )17.小波找到一幅日治時期的諷刺漫畫（如附圖），圖 

        中描述著為了改善日治初期臺灣財政不良，總督府 

        藉由實施哪一商品的專賣，來獲取龐大的利潤？ 

 

        (Ａ)酒品 (Ｂ)蔗糖 (Ｃ)茶葉 (Ｄ)鴉片。 

(   )18.電影《KANO》描述嘉義農林學校（今嘉義大學） 

       棒球隊征戰甲子園的故事。嘉義農林學校在 1919 

      年創立，目的在培養農業及林業人才，在「日臺 

       合一」口號之下施行「日臺共學」，入學資格並 

       不限制學生的族群身分。請問：當時臺灣總督府 

       標榜「日臺合一」的背景為何？ 

       (A)甲午戰爭爆發   (B)世界興起民族自決風潮 

       (C)二次大戰爆發    (D)臺灣武裝抗日行動頻傳 

(   )19.「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國家多遭 

       逢殖民統治的困境，包括如何面對殖民地蓬勃發 

       展的民族運動，及如何繼續利用殖民地的資源以 

       擴張經濟。」針對上述局勢，當時的統治者在臺 

       灣採取下列何項措施？ (Ａ)征討臺灣民主國  

       (Ｂ)頒布「六三法」 (Ｃ)開始建造縱貫鐵路 

      (Ｄ)實行內地延長主義。 

(   )20.豬排妹看了魏德聖導演的嘔心力作《賽德克‧ 

        巴萊》，深感悲痛與沉重，於是搜尋「霧社事 

        件」相關資料，對於這段歷史，下列敘述何者 

        無關？   (A)時間為 1930年的原住民武裝抗日 

        (B)由賽德克族的莫那魯道所領導    (C) 由於 

        日本人長期對山地資源的剝削與對原住民的欺 

        壓    (D)是日治時期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 

        的武裝抗日事件。 

二、題組：(每題 2分，共 40 分) 

1.圖(一)、(二)為描繪臺灣日治初期的歷史漫畫，請由圖中

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圖(一) 

   

圖(二) 

 (  )21. 漫畫中提及的「密謀起事」，指的是下列哪一 

         事件？ (Ａ)霧社事件 (Ｂ)郭懷一事件  

         (Ｃ)臺灣民主國 (Ｄ)噍吧哖事件。 

(  )22. 漫畫中，主要策畫起事的是哪一歷史人物？ 

      (Ａ)丘逢甲 (Ｂ)余清芳 (Ｃ)唐景崧 (Ｄ) 

       莫那魯道。 

(  )23. 漫畫中這起事件的最後結局為何？ (Ａ)領導 

       人先後返回中國而宣告失敗 (Ｂ)起事者受到 

       民眾大力支持而成功 (Ｃ)主事者被捕後，漢人 

       武裝抗日行動大致停止 (Ｄ)該族被屠殺殆 

       盡，促使日人重新審視理番計畫。  

2.日治時期，警察機關和民間的保甲組織，協助總督府

掌控臺灣社會。他們的主要任務很多，包括疾病預防、

人口調查、就業輔導、組織「壯丁團」、逮捕嫌犯等事

務。請問： 

 (  )24.下列哪一項事務是警察機關專責的事務，並且 

       可直接進行審訊和刑罰？ (Ａ)就業輔導  

       (Ｂ)疾病預防 (Ｃ)逮捕嫌犯 (Ｄ)人口調查。 

（ ）25.當地方事務增加，或是災害出現時，警察機 

         構若人力有限，都會採用何種方法解決？ 

        (Ａ)召募新警察 (Ｂ)強徵各戶人員 (Ｃ) 

         利用保甲組織 (Ｄ)調派外國軍隊。 

3. 臺灣歷史上，有一段時期的官員曾說：「太陽的子民，

從語言到姓名、風俗習慣等外在形式，也能與內地人無

所差異的話，那是最理想的。即無論在精神上、形式上

都與內地人相同，始能稱為完全之日本化。」請問： 

（ ）26. 當時政府極力推動「完全日本化」的背景為 

         何？ (Ａ)清法戰爭 (Ｂ)1937年中日戰爭 

       (Ｃ)臺灣民主國成立 (Ｄ)日俄戰爭。 

（ ）27. 要做到「在精神上、形式上與內地人相同」， 

         這句話中的「內地」應是指下列何地？  

         (Ａ)日本 (Ｂ)臺灣 (Ｃ)朝鮮 (Ｄ)中國 

4. 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積極展開各項經濟改革和建設

工作，除了想獲取臺灣的各項資源，也可吸引日本企業

家來臺投資。請問： 

（ ）28. (甲)基隆港；(乙)臺中港；(丙)安帄港；(丁)高 

         雄港。 以上哪些港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經 

         整建後，成為具現代化設備的大港？  

         (Ａ)甲乙 (Ｂ)乙丙 (Ｃ)丙丁 (Ｄ)甲丁。 

（ ）29. (甲)實施海禁政策；(乙)統一貨幣；(丙)人口 

          調查；(丁) 土地調查。以上哪些是日本殖民 

          統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灣積極展開的經濟改 

          革與建設？ (Ａ)甲乙丙 (Ｂ)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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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甲丙丁    (Ｄ)甲乙丁。 

5. 阿翔參加南投公益小旅行，參觀位於南投水里的大觀

發電廠，發現大觀發電廠的前身為日月潭發電所，最早

興建於日治時期，整個工程將濁水溪與日月潭連貫起

來，形成一個完整的水利供電系統。請問： 

（ ）30. 當時日本興建日月潭發電所，是由於哪一政 

        策的實施？ (Ａ)農業臺灣，工業日本  

        (Ｂ)農業南洋，工業臺灣  (Ｃ)土地與林野調 

        查  (Ｄ) 日臺合一。 

（ ）31. 當時日月潭發電所完工後，對臺灣最大的幫 

        助為何？ (Ａ)臺灣成為日本重要糧食生產基 

        地 (Ｂ)臺灣總督府可以將埔里盆地變成重要 

        蔗糖產區 (Ｃ)臺灣得以發展機械、造船、石 

        化等工業  (Ｄ) 臺灣成為日本重要農業補給 

        基地。 

6. 附圖為日治時期臺灣稻米年產量及出口數量圖。請問： 

 

（ ）32. 圖中稻米的年產量與出口量的大增，可能與 

         下列哪一項政策有關？ (Ａ)公地放領，農地 

         重畫 (Ｂ)南進政策，工農並重 (Ｃ)工業日 

         本，農業臺灣 (Ｄ)農地農有，農耕農享。 

（ ）33. 1920 年後，稻米生產量增加的原因有哪些？ 

         (甲)農業臺灣政策的推行；(乙)蓬萊米改良成 

         功；(丙)嘉南大圳的興建；(丁)中國地區對臺 

         灣稻米的大量需求 (Ａ)甲乙丙 (Ｂ)甲丙 

         丁 (Ｃ)乙丙丁 (Ｄ)甲乙丁。 

（ ）34.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灣推行農業 

         改革，使臺灣稻米產量激增。這時期大量的稻 

         米多輸往何地？ (Ａ)南洋各國 (Ｂ)荷蘭 

        (Ｃ)美洲 (Ｄ)日本。 

7. 1895年 5 月 25 日，丘逢甲率領臺北士紳一百多人，

以鼓號樂隊為前導，浩浩蕩蕩地恭送「臺灣民主國」

的總統印章與國旗到巡撫衙門。臺灣巡撫接了總統官

印、升上了國旗，眾人忍不住哭泣起來，「臺灣民主

國」的成立典禮，就在悲慘的氣氛中結束。請問： 

（ ）35.丘逢甲等人之所以有此舉動，是由於哪個條約 

         促使臺灣割讓給日本？ (A)北京條約 (B) 

         馬關條約   (C)天津條約  (D)辛丑和約。 

（ ）36.丘逢甲等人打算將「臺灣民主國」的總統印章 

         獻給何人？ (Ａ)沈葆楨 (Ｂ)劉銘傳  

         (Ｃ)唐景崧 (Ｄ)余清芳。 

（ ）37.文中所指的「國旗」是下列哪一種樣式？  

        (Ａ)五色旗 (Ｂ)藍地黃虎旗 (Ｃ)青天白日 

        滿地紅旗    (Ｄ) 五星旗。 

8.日治初期，總督府原是採取「工業日本，農業臺灣」

的經濟政策，但自 1930年代起，又對臺灣展開一連串新

的發展策略，甚至打出了「工業臺灣，農業南洋」的口

號。請問：  

（ ）38.日治初期，總督府偏重以「工業日本，農業臺 

        灣」為發展目標，明顯著重農業生產，並開始 

        一連串措施。請問：下列何者是當時日本人為 

        了臺灣的農業發展，而實施的改革？ 

(A) 全力扶植臺灣企業，收購蔗糖  (B)改良耕 

作技術，培育優良品種    (C)發展鹿皮、橡膠 

等地方特殊產業   (D)興築曹公圳、八堡圳等

水利設施。 

（ ）39.起初總督府偏重發展臺灣農業，但到 1930 

       年代，卻轉變為臺灣推動工業化，其主要原因 

        應為下列何者？  (A)總督府要擴大《六三法》 

        的實施    (B)要配合日本政府南進政策的需 

        要   (C)臺灣農業遇瓶頸，進行產業轉型 

        (D)東南亞各國的勞工紛紛來臺發展  

（ ）40.下列哪一個產業，可能不是日治後期臺灣經 

        濟發展的重點？    (A)造船業   (B)生化科 

        技   (C)紡織業    (D)石化工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