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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112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社會領域歷史科補考試題卷 題庫 

範圍：歷史 翰林版 第二冊（科目代碼：30）           班級：       座號：        姓名： 

【歷史科】 

(  )1.阿荃參觀歷史博物館的特展，會場中主要展出唐景崧的畫像、丘逢甲的詩詞及「臺灣民主國」的國旗等展覽品。這項特

展的主題與下列哪一條約的簽訂最有關係？ 

(A)《南京條約》   (B)《北京條約》   (C)《馬關條約》   (D)《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  )2.日治初期頒布「六三法」，有關此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賦予臺灣人民投票、選舉、設立國會之權   (B)視臺灣為日本內地的延長，鼓勵民族平等 

(C)使臺灣總督權力極大，被稱為「土皇帝」   (D)使臺灣總督由文官擔任，採取溫和措施 

(  )3.右圖為日治時期某項社會情況的漫畫，該漫畫所陳述之事，下列何者正確？ 

(A)俗諺「第一戇，種甘蔗予會社磅」可說明此狀況   

(B)說明臺灣人與日本人在工作中同工不同酬的現象 

(C)說明臺灣原住民反抗日本警官不合理的勞力剝削   

(D)千年神木遭砍罰後多銷往日本，使臺灣民眾不滿 

(  )4.1930 年代起，為了配合某項政策，日本對臺灣的政策從「工業日本、農業臺灣」轉成「工業臺灣、農業南洋」，請問是

哪項政策欲使台灣成為補給基地？  

(A)皇民化運動   (B)民族自決   (C)南進政策   (D)侵略中國東北 

(  )5.台灣在日治時期人口從 1895 年的 300 多萬人，增加至 1945 年的 600 多萬人，請問主要是什麼因素促使人口大幅增加？ 

(A)日本進行南進政策，吸引東南亞的人民移民    (B)台灣人不再武裝抗日，戰爭傷亡人口減少 

(C)日治後期社會治安好，增加台灣人口生育率    (D)日本改善醫療衛生，降低台灣人口死亡率 

(  )6.1935 年，11 歲的鈴木一郎隨著當警察的爸爸由日本來臺定居，爸爸再娶了台南當地的農家女子，一家於鄉村中過著日

本式的生活。請問當時鈴木一郎要入學校就讀，應該要讀何種學校？ 

(A)小學校    (B)公學校   (C)國民學校   (D)台中中學校 

(  )7.日本電視台訪問當時曾改名的臺灣人，當時改名有一定規範，比如他姓林，雖然日本也有「林」的姓氏，但是一定要改

為大林、小林等，不能維持原本漢姓。目前有史可考的改法如下：拆字法：「黃」改為「共田」或「廣內」；「尹」改為

「伊東」；「周」改為「田口」。請問文中的當時，指的應該是哪一個統治時期？ 

(A)殖民地特殊統治時期   (B)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C)皇民化運動時期   (D)民主化時期 

(  )8.附表是二十世紀初臺灣稻米生產量的統計資料。下列何者是造成表中「甲」時段期間

稻米產量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A)鄭氏時期實施「軍屯」制    (B)清領後期開港通商，促進貿易  

(C)日治時期蓬萊米培植成功    (D)戰後國民政府土地改革政策成功 

(  )9.台灣某時期有句諺語：「盟軍轟炸，驚天動地；台灣光復，歡天喜地；官吏貪瀆，花天

酒地；政治混亂，黑天暗地；物價飛漲，呼天喊地」請問：這句諺語所描述的狀況，促使了下列哪項事件的發生？  

(A)台灣民眾黨的成立   (B)二二八事件   (C)白色恐怖時期   (D)雷震《自由中國》  

(  )10.戒嚴初期政府嚴密監控社會、大肆逮捕具「匪諜」嫌疑之人，並且常「擴大辦案」，以非法的手段刑求嫌疑人，要求其

供認出親朋好友，主要目的為何？ 

(A)效仿中共統治方針，欲與之較勁    (B)故意塑造恐怖氣氛，維持社會秩序  

(C)塑造蔣中正的個人偶像崇拜        (D)防止共產思想蔓延，鞏固國民黨地位 

(  )11.民國 50 年代，阿荃未經過政府主管機關核准，自己發行報紙評論政府因而遭逮捕下獄。他是觸犯了什麼法令？ 

(A)《中華民國憲法》    (B)《地方自治法》    (C)《戒嚴令》    (D)《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  )12.近年來，臺灣在 2 月 28 日這一天，政府與民間皆會舉辦活動悼念「二二八事件」中的受難者。請問：此事件發生當時，

實際負責執行臺灣政務的最高行政單位為下列何者？ 

(A)臺灣總督府   (B)國民政府   (C)行政長官公署   (D)臺灣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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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遷臺，遷臺之初兩岸局勢緊張，但因為哪一事件爆發，促使美國派遣第七艦隊保衛臺灣海峽安

全，才穩定了臺海局勢？ 

(A)韓戰    (B)古寧頭戰役    (C)八二三炮戰   (D)產油國戰爭 

(  )14.某一時期，我國國際局勢逆轉，友邦紛紛和我國斷交，中華民國面臨極大的外交困境，此所指為何？ 

(A)民國 47 年，八二三砲戰爆發   (B)民國 60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C)民國 77 年，蔣經國總統過世   (D)民國 80 年，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 

(  )15.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目前台灣新住民人口超過 65 萬人，約占總人口 2.5%，然而新住民來台也面臨許多問題，下列何

者並非台灣新移民主要困境？ 

(A)難以適應台灣氣候環境         (B)社會文化與原鄉差異大    

(C)台灣社會對移民的刻板印象     (D)新移民父母對子女教育問題 

(  )16.民國 80 年，我國中央政府成立某一「行政機構」，並且委任給某一「民間機構」，負責處理兩岸交流事務。請問此「行

政機構」和「民間機構」分別為何？ 

(A)國務院 台灣事務辦公室、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B)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國務院 台灣事務辦公室   

(C)海峽交流基金會、大陸委員會                 (D)大陸委員會、海峽交流基金會 

(  )17.臺灣在民國六十年左右，出現「客廳即工廠」的景象，這反映臺灣經濟發展的背景為何？ 

(A)台灣高科技產品已經十分發達        (B)台灣著重於進口外國工業產品   

(C)台灣經濟發展受挫，經濟成長停滯    (D)勞力密集產業，外貿導向經濟 

(  )18.民國 60 年代，世界因產油國爆發戰爭而造成全球經濟不景氣，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以「今日不做，明天後悔」的口號，

強勢推動台灣進行交通、重工業等基礎建設，提供就業機會的同時也穩固台灣經濟，請問：此為下列何者政策？ 

(A)進口替代    (B)出口導向    (C)十大建設   (D)產業升級 

(  )19.中華民國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說明。請問山山如果要響應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應從事下列何種活動？ 

(A)去日本參加遊學打工   (B)參加非洲的志工服務   (C)參與中國大陸文化交流團   (D)到印尼參加青年交流活動 

(  )20.一位作家呼籲：「希望作家們不要整天做著鴛鴦蝴蝶夢，我們要關心現實，寫我們的現實，主要一點便是反崇洋媚外、

反對殖民掠奪、反對資本主義剝削」這段話反映哪個時期的台灣文學思潮？ 

(A)民國 40 年代反共文學   (B)民國 50 年代現代文學   (C)民國 60 年代鄉土文學   (D)民國 70 年代女性主義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