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社會領域歷史科七年級補

考題庫 

 

1.(   )從荷蘭統治時期到清代前期，下列何者一直都是臺灣的重要出口商品？(A)茶葉 (B)樟腦 (C)鴉片 

(D)蔗糖。 

2. (   )台灣在清朝統治時期，曾經相繼發生朱一貴、林爽文和戴潮春三次大規模的事件。請問：這三者 

的共同特點為何？ (A)反對渡臺禁令 (B)為爭奪商業利益 (C)支持原住民反抗統治者的壓迫 (D)皆為 

官逼民反的民變。 

3.(   )清乾隆年間，政府曾下令歸順的臺灣平埔族人薙髮留辮，同時也賜予包括潘、陳、劉、戴等漢人 

姓氏，請問此舉造成什麼影響？ (A)加速平埔族漢化 (B)原漢通婚比例增加 (C)械鬥事件的爆發 (D) 

原住民改變信仰。 

4. (   )台灣在清朝統治時期，曾經興築過如曹公圳等許多大型水圳。請問當時修築水圳的主要原因為 

何？ (A)土地過度開發，造成地層下陷 (B)水源遭受汙染，以致顆粒無收 (C)擴大灌溉面積，提高 

農業產量 (D)工業用水不足，提供穩定水源 

5. (   )他是加拿大的傳教士，求學時立志要到海外傳教。西元 1872 年，他毅然選擇淡水為終身工作之 

處，憑藉著他的毅力，在各地建立教會，醫館，還在北臺灣開設第一所西式學校，首開臺灣女子 

教育風氣之先；最終於 1901 年在淡水病逝。請為這位對臺灣貢獻良多的傳教士是？(A)馬偕 (B)馬 

雅各 (C)陶德 (D)劉銘傳。 

6. (   )荷蘭在殖民臺灣期間，留下了例如《熱蘭遮城日誌》在內的不少記錄。日誌裡除了紀錄商業貿易 

的情形，也記載了牧師的活動和所管理原住民的生活情形。從日誌中我們可以了解哪一個原住民 

的生活？ (A)西拉雅族 (B)泰雅族 (C)凱達格蘭族 (D)達悟族。  

7. (   )某報紙刊登臺灣某一地方政府文化局，日前曾發現所轄地區境內有一段殘存的土牛溝遺跡，而且 

還是全臺碩果僅存的土牛線。請問此土牛溝遺跡最可能在哪一地區出土？ (A)澎湖 (B)花蓮 (C)台 

東 (D)臺中。 

8. (   )現今屏東外海的小琉球島上，居民皆是漢人。但我們卻可發現島上有「烏鬼洞」等地理名稱，也 

有「烏鬼番」等傳說。根據已故史學家曹永和教授的研究表示：1630～1640 年代某國殖民者因 

該國船民在島上遇害，遂自臺灣調軍到小琉球進剿、鎮壓，導致島上原住民遭到屠殺與被迫遷 

移。此某國最可能是下列哪個國家？ (A)西班牙 (B)日本 (C)荷蘭 (D)葡萄牙。 

9. (   )地方會議是■■統治臺灣的期間，所引進的政治制度，召集臺灣各地原住民部落代表的會議。■ 

■透過定期召開的地方會議，維繫雙方的關係，以協助推行政令。■■是指哪國人？ (A)日本  

(B)清朝 (C)西班牙 (D)荷蘭。 

10. (   )清帝國時期，臺灣在建省前曾遭到哪些戰火的襲擊？ (Ａ)英法聯軍之役、清法戰爭 (Ｂ)英法聯 

       軍之役、甲午戰爭 (Ｃ)英法聯軍之役、牡丹社事件 (Ｄ)牡丹社事件、清法戰爭。 

11. (   )臺灣的開發，大致是由南而北、由西而東，官方也陸續設置地方行政單位。根據上述發展順序， 

       下列哪一個行政區是最晚設立的？ (A)噶瑪蘭廳 (B)鳳山縣 (C)淡水廳 (D)諸羅縣。 

12. (   )臺灣史前文化一共被分成三個階段，請問劃分的主要依據為何？ (Ａ)農業的有無 (Ｂ)文字的有 

       無 (Ｃ)使用器物的種類與技術 (Ｄ)有無用火。 

13. (   )由沈葆楨、劉銘傳等人來臺建設的重點項目，反映出當時清廷治臺最主要的目的為何？ 

       (Ａ)墾殖移民增多，加強行政管理 (Ｂ)提倡新式工業，增加賦稅收入 (Ｃ)增強海防建設，鞏固東 

       南海疆 (Ｄ)推動儒學教育，落實文化建設。 

14. (   )早在五萬年前南島語族的代表文物，主要來自於哪一種作物，從該植物的分布，可推論出台灣原 

住民與東南亞各島嶼的交流？ (Ａ)樟樹 (Ｂ)椰子樹 (Ｃ)茶樹 (Ｄ)構樹。 

15. (   )明末時期，荷蘭人曾在南臺灣建造一座城堡，並在該地興建宿舍、醫院及倉庫，鼓勵漢人移居， 

       使它成為繁榮的商業市鎮，請問該城是？ (Ａ)普羅民遮城 (Ｂ)熱蘭遮城 (Ｃ)馬尼拉城 (Ｄ)聖薩 

       爾瓦多城。 

 



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社會領域歷史科補考題庫 

1.  2.  3.  4.  5.  6.  7.  8.  9.  10.  

D D D C A A D C D D 

11.  12.  13.  14.  15.       

A C B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