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110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社會領域歷史科補考題庫 

範圍：歷史---康軒版第二冊 【科目代碼】   【歷史科】選擇題：共15題，100分 

1. 【圖一】是臺灣工業生產指數表，在圖中可清楚看到從西元

1934 年起，工業生產指數快速增高。這種情形與哪項規劃完

成有關？ (A)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B)日月潭水力發電所     

(C)基隆到高雄的縱貫鐵路 (D)人口普查。 B 

2. 日本為配合其國內需要，於 1930 年代前提出「工業日本，

農業臺灣」政策，1930 年後提出「工業臺灣，農業南洋」政

策。請問：下列何者是促成 1930 年代日本對臺經濟政策轉變的原因？         【圖一】            

(A)日本對外擴張的南進補給基地 (B)彌補當時甲午戰爭造成日本國內工業產品產量的不足        

(C)想解決漢人失業問題，避免再次出現抗日行動 (D)霧社事件所帶來的影響。  A 

3. 【圖二】為某時期日本在臺灣發布的告示，此告示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A)霧社事件 (B)牡丹社事件 (C)臺灣民主國 (D)西來庵事件。 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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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保留過去臺灣人的

漢姓（就算只有痕跡也好），在改姓氏這方面也下了很多功夫。目前

有史可考的改法如下：拆字法：「黃」改為「共田」（Kyota）或「廣

內」（Hirouchi）；「尹」改為「伊東」（Ito）；「周」改為「田口」

（Taguchi）。請問文中的當時，指的應該是哪一個統治時期？      

(A)臺灣民主國時期 (B)無方針主義時期 (C)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D)皇民化運動時期。 D                                                  【圖二】 

5. 田健治郎於 1919 年就任臺灣總督，他一面強調臺灣是日本領土一部分，有異於殖民地，一面宣示將

致力於普及教育，使臺灣人達到與日本相同的水準。同時，要提高臺灣人政治地位，使之與日本人

平等。顯然其目的是藉以安撫臺人，以消弭臺灣社會日漸興盛的民族運動。請問田健治郎奉行的應

是下列哪一政策？ (A)無方針主義 (B)內地延長主義 (C)皇民化運動 (D)撫剿兼施。 B 

6. 每年政府與民間團體皆會為二二八事件舉辦活動，悼念受難者。請問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實際負責

執行臺灣政務的最高行政單位為何？(A)國民政府 (B)臺灣省政府 (C)臺灣總督府 (D)行政長官公

署。 D 

7. 請問【圖三】中西元 1925-1930 年間，主要是因為甚麼原因，促使人口

激增？ (A)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派遣大量軍隊來臺駐紮防守         

(B)總督府建置現代化的醫療衛生環境，臺人壽命增加                    

(C)經濟起飛，貿易繁榮，人口持續成長                          

(D)光復初期，國民政府鼓勵外省人大量遷居臺灣。 B 

8. 【表一】是臺灣某時期對於訂定街道名稱的規定，根據內容判斷，頒布

此一規定的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臺灣民主國 (B)臺灣總督府 (C)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D)臺灣府。 C           【圖三】 

一、街道名稱具有紀念日本人物、展現日本國威、明顯為日本名稱者，應予改正。  

二、新街道名稱應具有下列意義：發揚中華民族精神：信義路、和平路等。宣傳三民主義：三

民路、民權路等。紀念國家偉大人物：中山路等。 

【表一】 

9. 杜聰明於西元 1893 年出生於滬尾，幼時就讀淡水公學校，畢業後以高分考進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並

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隨後前往日本，成為首位得到日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臺灣人。杜聰明

成績優越是日治時期殖民教育政策下的成功例子。請問：杜聰明當時去日本深造，與日治時期的教

育政策有何關係？ (A)初等教育以實用作為原則，設有農林工商等校 (B)一次大戰期間為配合皇民

化運動實施六年義務教育 (C)對臺灣人一視同仁，中等教育以臺語教學為主 (D)有志升學者會以海

外求學彌補高等教育之不足。 D 

 



10. 歷史老師在課堂上說：「花岡一郎(賽德克族族名 Dakis Nomin)與花岡二郎(族名 Dakis Nawi)的名字是

日本人取的，兩人並非日本人，卻進入埔里小學校就讀，是受到日本人精心培養的原住民青年。他

們的家庭生活也深受日本影響…」根據上述的內容，老師應該正在講述哪一個主題？           

(A)開山撫番與原住民非武裝抗日 (B)教化措施與原住民傳統的變遷 (C)劃界封山與原住民族群的復

興 (D)理蕃政策與原住民土地的流失。 B 

11. 小栗的夢想是擁有一間電扇工廠，漂亮又實用的產品能廣受歡迎，甚至出口到全世界，建立一個屬

於自己的電扇王國。為了這個夢想，他必須到水、電費較便宜，進口原料不用被抽稅，甚至鄰近港

口，方便外銷的加工出口區設廠。請問小栗在政府推動下列哪個政策時，拓展海外貿易最為有利？ 

(A)進口替代 (B)出口導向 (C)十大建設 (D)產業升級。 C 

12. 來來伯回憶小時候常常在生活用品上看到【圖四】的美援標誌，比如弟弟喝的奶粉罐上就有這個標

誌，媽媽則常用帶著標誌的麵粉袋做成短褲，然後喊他「來來來來來，哩來穿！」。還有家中經常出

現的「健素糖」味道超噁心，有時則得去幫忙扛「歐羅肥」回來餵養豬隻，如果到附近的軍營，裡

面的「阿兜仔」有時還會分給小孩漂亮的進口糖果呢！請問美國當時為何展開對臺灣的軍事、經濟

與外交援助？ (A)韓戰 (B)退出聯合國 (C)政府遷臺 (D)古寧頭戰役。 A 

13. 【圖五】是中華民國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說明。請問愷辰如果要響應政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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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印尼參加青

年論壇 (D)參與中國大陸文化交流團。 C 

14. 原住民族運動曾有「還我土地」、「還我母語」、「還我姓名」等三大訴求。請問：原住民運動從何時

開始發展？(A)民國四十年代 (B)民國五十年代 (C)民國六十年代 (D)民國七十年代。 D 

15. 臺灣今日能夠有「亞洲四小龍」的美譽，多虧了十大建設打下的基礎。當初政府要推動十大建設時

曾經遭遇許多困難，比方說高速公路被批評是蓋給有錢人使用，最後是以「反攻大陸、保衛臺灣」

的名義，才能順利興建。當時一句「今日不做，明天後悔」的口號，至今仍經常拿來在推動政策時

使用。請問有關於十大建設的背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總統李登輝提出 (B)使臺灣度過能

源危機 (C)當時設立高雄加工出口區 (D)帶起「出口導向」經濟政策。 B 

 

 

 

 

 

 

 

 

 

 

              【圖四】                           【圖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