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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社會領域歷史科補考題庫 

範圍：歷史---南一版  第二冊全(105-2)     科目代碼：30 

【歷史科】選擇題：  

1 【圖一】是小柏對臺灣某一歷史事件的研究整理，根據圖中資訊判斷，此一歷史事件最

可能為下列何者？ (A)西來庵事件 (B)苗栗事件 (C)霧社事件 (D)牡丹社事件 

 

【圖一】 

2 「早期臺灣的治安，常常是由自治組織來維持，地方政府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會簽

發命令，緝捕要犯。後來出現警察制度，由警察負責管理公共秩序，沿用至今。」上述

的警察制度是在下列何時建立的？  

(A)荷蘭統治 (B)清朝統治 (C)日本統治 (D)國民政府遷臺 

3 日本治臺初期，臺民不斷發起武裝抗爭活動，拒絕接受日本統治；到一九二○年代起，

漸漸轉變為社會運動，以較溫和的手段向日本政府提出臺人的訴求。請問：下列何者是

當時最主要的訴求？  (A)改善衛生 (B)整頓治安 (C)普及教育 (D)改革政治 

4 後藤新平治臺時提出：「治理臺灣的方式絕對不是把成功的日本經驗套在臺灣人民身上。我們以生物學上的比目魚為

例，比目魚的兩眼長在身體的同一邊。若你一定要把比目魚的眼睛改裝在身體的兩邊，那就是違反了生物學的原則

。所以，我們必須先了解臺灣人的習性，依據其習性定出一套管理辦法才有效。」此一想法與他的哪些施政內容有

關？ (A)人口普查  (B)神道信仰  (C)同化政策  (D)南進政策 

5 一本敘述臺灣日治時期的書籍，某章節穿插著【圖二】的漫畫，根據

漫畫對話內容判斷，這個章節應該是介紹哪個時期的社會狀況？  

(A)皇民化運動時期  (B)無方針主義時期  

(C)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D)臺灣民主國時期 

 

【圖二】 

6 臺灣在日本統治期間，人口數由近 300 萬增加到 600 多萬，人口增加

迅速。下列何者是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因？  

(A)日本地狹人稠，日人移民來臺謀生       

(B)公共衛生觀念及現代醫療制度建立  

 (C)提高蔗糖產量，日人招募華南居民來臺  

(D)配合南進政策，殖民政府積極獎勵生育 

 

【圖三】 

7 小美暑假到南投仁愛鄉旅遊，途中參觀許多景點，其中有一處「莫那魯道紀念碑」。小

美若想更了解紀念碑的由來，請問可以參閱下列哪一項資料？  

(A)《戰後臺灣教育發展史》  (B)《臺灣經濟奇蹟》  

(C)《臺灣政治變遷五十年》  (D)《臺灣武裝抗日史》  

8 臺南地區目前仍留有一座日人八田與一的銅像，當年建立這座銅像，主要目的是為感念

他對臺灣水利的貢獻。請問八田與一是運用【圖三】中哪一條河川來建造水利工程？ˉ 

(A)甲－淡水河ˉ(B)乙－濁水溪ˉ(C)丙－曾文溪ˉ(D)丁－高屏溪 

9 【圖四】為日本統治期間臺灣發電設施之設備容量變化圖。請問1930年代設備容量急

遽增加的設施為何？   

(A)日月潭水力發電廠  (B)台北帝國大學    (C)八堡圳    (D)嘉南大圳  

 

【圖四】 

10 1926 年，陳先生與一群朋友由基隆上船，到日本接受大學教育。當時像他們這樣離

鄉背井，渡洋求學的人還有很多。請問下列哪一項原因造成當時此種風潮？   

(A)日本教育制度較為公平  (B)臺人在臺灣升學不容易  

(C)日本倡導學術研究政策 (D)臺灣沒有高等教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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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表一】是台灣近年來所發生的重要紀事，根據內容，下列何者是這些社

會變革的重要共同內涵？ 

(A)宗教與經濟  (B)科技與經濟 (C)倫理與道德 (D)人權與自由 

【表一】 

民國 大事 

76 台澎解除戒嚴 

80 終止動員戡亂 

85 首次總統民選 
12 【圖一】是臺灣某一時期政府所頒布的戒嚴行政命令。此項命令的頒布，

代表臺灣的政治特色為何？  

 (A)提倡民主自由    (B)實施威權統治    

(C)著重經濟發展    (D)積極拓展外交 

【圖一】 

 

13 碧震記得小時候經常可以看到學校圍牆上寫著「反共抗俄」、「解救大陸

同胞」等精神標語。由此可知，當時政府對海峽兩岸抱持何種態度？ 

(A)三通四流 (B)光復大陸 (C)一國兩制 (D)開放赴大陸探親 

14 一篇新聞報導寫道：「西元 1987 年後，許多早年從中國大陸來臺的老

兵，終於能夠再度踏上屬於他們的故鄉。但是，童年時的故鄉早已面目

全非，親人甚至早已不在，這些老人家們不禁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請問此一場景應是發生在何事之後？   

(A)韓戰爆發       (B)我國退出聯合國   

(C)宣布解除戒嚴  (D)終止動員戡亂 

15 民國 37 年，在某一事件後，政府制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

統緊急處分權，也凍結憲法部分條款。請問上述所指的某一事件應為 

 何？ (A)二二八事件 (B)白色恐怖 (C)國共內戰 (D)古寧頭之役  

16 李健在星期天參加一場演講會，演講的內容以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等人的事蹟為主，引起

熱烈的討論。由此推斷，這次的演講的主題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臺灣民主深化的過程 (B)戒嚴時期的歷屆總統  

(C)科技發展與文明變遷 (D)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 

 

【圖二】 

17 迪瑪希跟家人一同到綠島旅遊，除了欣賞到美麗的海洋風光外，全家也一起參觀綠島的人權紀

念碑。迪瑪希在紀念碑上看到【圖二】的政治人物名字，請問綠島的人權紀念碑是用來紀念哪

個時期的臺灣社會？ 

(A)八年抗戰末期   (B)國共內戰期間    (C)白色恐怖時期   (D)政黨輪替之後 

18 【圖三】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 38 年所發行的貨幣，此一貨幣

的問世，代表當時政府面臨哪種經濟現象？ 

(A)惡性通貨膨脹   (B)銀行出現存款的人潮 

(C)失業率大幅上升  (D)國際貿易衰退 

【圖三】 

 

19 國民政府在台灣發佈戒嚴令後，導致台灣人民失去基本人權。其

中，雷震因組織中國民主黨案而受到拘補，請問雷震失去是哪一

項權利？ (A)集會 (B)言論 (C)出版 (D)結社 

20 【表二】是西元 1970 年代初期，中共和臺灣友邦國家數目的統計

表。請問造成兩岸邦交國數目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 

(A)韓戰爆發      (B)我國退出聯合國 

(C)中美斷交     (D)中共發動八二三炮戰 

【表二】 
 

年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1970 49 66 

1971 66 54 

1972 87 39 

21 【圖一】是各類器物開始歷史發展的過程，請問「三代」最有可能是下面哪一個時期？ 

(A) 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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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2 【圖二】是民國六十年代，政府所推動的十大建設計畫。請問十大建設偏重在

哪一方面的建設？ˉ 

(A)國防ˉ(B)科技ˉ(C)觀光ˉ(D)交通。 

 

【圖二】 

23 皮卡丘與小智討論某個朝代的現象，提到：「這個朝代的貴族階級都必須遵守

一定的禮儀規範，不論是婚、喪、冠禮都有相應的禮樂規範。」請問皮卡丘評

論的是哪一個朝代？ (A)夏朝 (B)商朝 (C)西周 (D)戰國 

24 每個民族都有屬於自己的傳說故事，相傳中國古代燧人氏教人鑽木取火，神農

氏教人種植穀物。若對照歷史發展，上述燧人氏的行為最早可能出現於下列哪

一時代？ (A)舊石器時代 (B)新石器時代 (C)青銅器時代 (D)鐵器時代 

25 秦始皇與大臣們在討論國政，某位大臣說：「周朝 分封同姓諸侯，經過世代傳

承，血緣關係日漸疏遠，諸侯之間互相仇視、攻擊，周天子也無法阻止。」根

據大臣所言，周朝實行哪一種制度？  

(A)封建制度   (B)郡縣制度   (C)專賣制度   (D)選拔孝廉 

 

【圖三】 

26 1960 年代，政府設置加工出區來拓展對外貿易、吸引工業投資、引進最新技

術、增加就業機會。請問加工出口區應設在【圖三】哪一個地方最能節省交通

成本？ˉ(A)甲ˉ(B)乙ˉ(C)丙ˉ(D)丁 

27 魯夫蒐集有關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的相關資料，並將其作成專題資料的報

告。請問下列哪一個標題適合當作魯夫報告的標題？  

(A)二里頭文化的新發現 (B)殷墟與甲骨文  

(C)尊王攘夷的盟主政體 (D)封建與宗法制度 

28 臺灣積極參與正式或非正式的國際組織，以爭取國際地位和權益，善盡國際社會的義務。請問目前臺灣為下列哪一

國際組織的成員？  (A)聯合國   (B)世界貿易組織   (C)世界衛生組織     (D)東南亞國協 

29 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來臺，在缺乏豐富天然資源的條件下，締造出世所矚目的臺灣經濟奇蹟。當時政府最先實施哪一

方面的改革，奠定日後經濟發展的基礎？ (A)國防 (B)教育 (C)貿易 (D)土地 

30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台灣館主題曲「台灣的心跳聲」，其中有一段歌詞內容是「美濃紙傘怎麼折，三義木雕怎麼刻， 

這塊土地上有很多很多的選擇，仔細看著八家將的妝獨特。」上述歌詞內容最主要在描述臺灣的哪一項特色？  

(A)文化資產豐多元 (B)宗教信仰多元 (C)國際交流頻繁 (D)經貿活動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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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七年級-歷史科補考題庫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D A A B D  C A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B C C A C A Ｄ Ｂ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D C A A C A B D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