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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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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 B )1. 小雲看到一篇關於史前文化的報導，文中提到考古隊在八里某處挖掘出先民使用過的陶罐、鐵刀等器具，由這些出土

文物，可看出此文化遺址應屬於哪一時代？ 

(A)舊石器時代  (B)金屬器時代  (C)新石器時代早期  (D) 新石器時代晚期 

 

( B )2. 安琪今年剛升上國中一年級，她在自我介紹時提到：「我屬於臺灣原住民的其中一族，我們族裡有個著名的矮靈祭，

歡迎大家來參加。」根據以上敘述，請問：安琪應該屬於下列哪一族群？ 

(A)阿美族  (B)賽夏族  (C)達悟族  (D)泰雅族 

 

( B )3. 臺灣地區的原住民，依其主要生活區域的不同，可分為平埔族和高山族。其中有關平埔族的敘述，下列哪一項是正確

的？ 

(A)其漢化的時間較高山族稍晚  (B)早期生活在平原、沿海一帶   

(C)大約可為分泰雅、布農等九族  (D)移入臺灣的時間在漢人之後 

 

第二章 

( C )4. 17 世紀時，臺灣是漢人、日本人、荷蘭人、西班牙人在東亞地區進行貿易的重要據點。這是因為當時臺灣具備了下

列哪一項優越的地理條件？ 

(A)地形  (B)氣候  (C)位置  (D)人口 

 

( D )5. 1597年，有一封呈報給國王的信中寫到：「我們希望占領福爾摩沙的這個港口，最迫切的理由是為了確保菲律賓的安

全。因為……日本企圖奪取這個港口以進占馬尼拉，我們要確保菲律賓的安全就必須擁有這個港口。」由上述背景判

斷，這封書信最可能是呈報給哪一國國王？ 

(A)荷蘭  (B)英國  (C)菲律賓  (D)西班牙 

 

第三章 

( C )6. 十七世紀，鄭成功、鄭經父子先後來到臺灣，建立政權。當時他們除實施墾殖外，亦採行下列何種方法維持財政？ 

(A)實施公有共享制度 (B)與原住民交換貨物  

(C)對外拓展海上貿易 (D)引進西方開礦制度 

 

( D )7. 老師介紹四本與臺灣歷史有關的課外讀物，要同學們自行閱讀，有一位學生小蓉對鄭氏時期的歷史特別有興趣，請問：

她應該閱讀下列哪一本書？ 

(A)《紅毛城史蹟故事》    (B)《臺灣鐵路開發史》   

(C)《夕陽下的億載金城》  (D) 全臺首學—文教的起源》 

 

( C )8. 有一本歷史書籍記載：「鄭成功來臺灣經營，帶來很多士兵及眷屬，為解決糧食問題而實施『寓兵於農』的屯田制度，

今天可以從臺灣南部地區的地名，看出屯田的影子。」請問：下列哪一個地名與屯田有關？ 

(A)臺北市大安區  (B)彰化縣鹿港鎮  (C)高雄市左營區  (D)屏東縣車城鄉 

 

第四章 

( D )9. 清朝統治時期，臺灣興築許多大規模的水圳，如鳳山曹公圳、彰化八堡圳、臺北瑠公圳等。當時修築水圳的主要原因

為何？ 

(A)地層下陷嚴重，舊有河川枯竭  (B)土地不當開發，水源遭受汙染 

(C)工業用水不足，提供穩定水源  (D)擴大灌溉面積，增加農業產量 

 

( B )10.附圖中是清康熙年間由西洋傳教士繪製的臺灣地圖。此圖只繪製臺灣西半部，反映出當時清

廷治臺的何種政策？ 

(A)禁絕漢人渡臺，防止臺灣成為反清基地  (B)施行畫界封山，禁止漢人入侵原住民區   

(C)開港通商，設定西半部為對外貿易據點  (D)加強建設西半部，使該地成為海防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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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B )11.清領前期，泉州人阿信移民來臺。他主要信仰的神明，應是下列何者？ 

(A)有應公  (B)保生大帝  (C)開漳聖王  (D)三山國王 

 

( A )12.臺灣為移民社會，早期由於政治、軍紀不良及社會不安，時常會出現武力的衝突，若以清朝「朱一貴事件」和「林爽

文事件」為例，他們的衝突是屬於下列何種性質？ 

(A)官逼民反  (B)軍人叛變  (C)宗教衝突  (D)地方械鬥 

 

( B )13.小裘與同學聊天時提到：「我所屬的族群約占臺灣人口的六分之一，先民來臺開墾時，多在偏僻的丘陵和山區，也因

此培養出刻苦耐勞的儉樸精神。過去由於生活困苦，男性常離鄉背井四處打工，所以女性不但料理家務，也下田耕種，

工作時喜歡哼唱山歌則是我們的特色之一。」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他最可能屬於哪一族群？ 

(A)外省人  (B)客家人  (C)原住民  (D)閩南人 

 

第六章 

( B )14.歷史老師在課堂上提到：「早期臺灣的開發著重於南部，但清領後期北部的地位逐漸重要。」請問：這主要是與哪一

項作物的增產與外銷有關？ 

(A)樟腦  (B)茶葉  (C)蔗糖  (D)稻米 

 

( C )15.清末沈葆楨來臺加強海防、增設炮臺、修築通往後山的道路、開放對臺移民，加速了臺灣的墾殖與發展。使沈葆楨積

極對臺建設的直接原因為何？ 

(A)漢人與原住民發生衝突  (B)地方械鬥在臺日益嚴重  (C)日本出兵侵犯臺灣  (D)法國企圖進占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