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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社會領域補考題庫 

範圍：歷史---翰林版   第一冊(全冊)、第二冊(1-1~1-4) （科目代碼：30） 

(  A  ) 距今七千年前，臺灣普遍存在著新石器時代各個不同階段及不同類型的文化。請問：從舊石器時代進入新石

器時代，判斷的標準為何？ (Ａ)使用磨製的石器 (Ｂ)可以用火 (Ｃ)過著漁獵生活 (Ｄ)使用鐵製工具。 

(  C  ) 臺灣原住民各族群是屬於哪一種語系？(Ａ)閃米語系 (Ｂ)阿爾泰語系 (Ｃ)南島語系 (Ｄ)漢藏語系。 

(  A  ) 資料一:以臺灣為據點積極發展國際貿易；資料二:英國人稱他為臺灣國王，他自稱東寧王；資料三:1674年

西征渡海，出兵中國大陸，兵敗回臺。以上敘述的是哪一位人物的事蹟？                                  

(Ａ)鄭經  (Ｂ)鄭成功  (Ｃ)鄭芝龍 (Ｄ)陳永華。 

(  B  ) 有關 17世紀臺灣對外貿易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輸出生絲、瓷器到日本 (Ｂ)輸出蔗糖、鹿皮到日本  (Ｃ)

鄭氏藉由貿易來換取對抗日本的軍用物資 (Ｄ)淡水為當時最大的轉口貿易港。 

(  D  ) 清領統治前期為了防止臺灣再度成為反清基地，因而採取何種措施？                                   

(Ａ)將臺灣的漢人全部移回中國大陸  (Ｂ)派優秀官員來臺積極建設  (Ｃ)積極安撫原住民開發山區  (Ｄ)

限制漢人渡臺，且不准攜眷同行。 

(  B  ) 清康熙皇帝時期，清廷內部曾經出現棄、留臺灣的爭議，最後主張保留臺灣的施琅提出哪一個重要的論點，

讓康熙皇帝決定將臺灣納入清朝版圖？ (Ａ)土地經濟價值高 (Ｂ)臺灣戰略地位重要 (Ｃ)國家領土主

權完整 (Ｄ)臺灣海外貿易興盛。 

(  A  ) 清領前期，臺灣出現由商人組成的行會組織，有關此種組織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行會組織具有重要的政

治功能 (Ｂ)此種行會組織稱為「郊」 (Ｃ)行會組織的功能可以穩定商品價格 (Ｄ)行會組織可以避免同

業削價惡性競爭。 

(  A  ) 清代移民為了爭奪田地、水源或商業利益，往往糾集相同祖籍、姓氏或職業的群眾，以武力發生打群架的事

件，這樣的事件稱之為何？ (Ａ)械鬥  (Ｂ)民變  (Ｃ)出草  (Ｄ)偷渡。 

(  D  )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清領時期臺灣民變頻繁。請問：下列哪些是民變的原因？(甲)臺灣吏治不良，

官員貪汙腐敗(乙)祕密結盟風氣盛行，會黨林立(丙)清政府高壓統治，人民起而反抗(丁)為了爭奪商業利益 

(Ａ)甲丁 (Ｂ)丙丁 (Ｃ)甲丙 (Ｄ)甲乙。 

(  D  ) 1860年代以後，臺灣政治經濟重心逐漸由南部轉移至北部，其主要原因為何？                          

(Ａ)南部米糖生產減少，經濟蕭條  (Ｂ)南部未開放對外的通商口岸，導致發展落後  (Ｃ)北部由於臺灣

建省，而成為政治中心  (Ｄ)北部出口茶與樟腦，帶動城鎮興起。 

(  A  ) 19世紀中葉，臺灣的貿易形態由行郊的轉口貿易，轉變為洋行主導的國際貿易。請問：此種轉變與下列何者

有關？ (Ａ)英法聯軍  (Ｂ)日軍犯臺  (Ｃ)甲午戰爭後  (Ｄ)中法戰爭。 

(  B  ) 臺灣被納入清廷版圖後，其對臺政策原本是消極治臺，歷經兩百年左右，始轉為積極。請問：此種轉變的關

鍵原因為何？(Ａ)開採礦產的需求 (Ｂ)列強侵臺的刺激 (Ｃ)關稅收入的劇增  (Ｄ)臺灣人民的要求。 

(  B  ) 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後，臺灣人旋即成立「臺灣民主國」。對於「臺灣民主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

共推丘逢甲為總統，領導抗日  (Ｂ)其成立的主要目的為抵抗日本接收  (Ｃ)以獨立為訴求，堪稱為臺灣獨

立開端  (Ｄ)成立後即刻落實民主，建立共和體制。 

(  B  ) 關於武裝抗日行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臺灣總督為了有治理臺灣，堅持武力鎮壓抗日分子   

(Ｂ)西來庵事件，又稱為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  (Ｃ)受到中國革命運動影響，發生的抗日行動以霧社事件

最成功  (Ｄ)武裝抗日均因日本鎮壓而失敗，轉而移民海外。 

(  B  ) 保甲制度行之有年，對於維護鄉里秩序有很大的幫助。下列有關保甲制度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Ａ)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  (Ｂ)起源於日治時期，對社會作深入的控制  (Ｃ)協助行政事務、宣達政策、

維持社會治安  (Ｄ)推廣日本語，消除語言的隔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