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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選題(共 22 題，每題 4 分) 

1. 日本治臺初期，將臺灣視為有別於日本的特殊地區，當時臺

灣總督被賦予下列哪些權力，形成總督專制體制？(甲)行政

(乙)考試(丙)立法(丁)監察(戊)軍事 (A)甲乙丙(B)甲丙戊

(C)乙丙丁(D)丙丁戊。 

2. 日治初期，總督府在臺灣的基礎交通建設中缺乏哪一方面的

設施？(A)航空(B)公路(C)鐵路(D)海運。 

3. 日治時期的嘉南大圳，是由誰所設計建造的？(A)八田與一 

(B)伊藤博文(C)後藤新平(D)磯永吉。 

4. 日本治臺時期，長輩們常恐嚇孩童：「大人來了，再哭就會

被抓去。」請問：「大人」是指當時的何者？(A)總督(B)警

察(C)總統(D)甲長。 

5. 《馬關條約》簽訂後，許多臺灣人不能接受，因此選擇如何

抵抗日本的接收？(A)向日本要求修改條約內容(B)暫時成

立臺灣民主國，積極抗日(C)與清政府合作，在日本抗議遊

行(D)發動西來庵事件，武裝抗日。 

6.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完成許多交通建設。下列何者是日本

殖民統治時期總督府的交通建設？(A)安平港(B)西部縱貫

鐵路(C)淡水港(D)桃園機場。 

7. 日治時期臺灣設置了哪個機構發行統一的貨幣？(A)臺灣銀

行(B)臺灣郵局(C)中央銀行(D)臺北農會。 

8. 為了支援日本工業化，臺灣總督府推動「農業臺灣」政策，

主要輸出那些農產品到日本呢？(A)米、糖(B)米、茶(C)糖、

樟腦(D)樟腦、茶。 

9. 1895年是決定臺灣命運的一年，因為對岸的祖國在戰敗

後，已將臺灣拋棄。當時的臺灣巡撫在府衙中一籌莫展。」

上文中的「臺灣巡撫」應是指下列何人？(A)劉銘傳(B)沈葆

楨(C)丘逢甲(D)唐景崧。 

10. 1898年，臺灣總督府頒布「保甲條例」，輔助地方行政，

下列關於保甲組織的敘述何者正確？(A)一保十戶(B)一甲

百戶(C)保甲組織青年團(D)保設有保正。 

11. 下列關於日治時期霧社事件的敘述，何者正確？(A)發生地

點在南投(B)發動事件的是阿美族(C)帶領者是魯道鹿黑(D)

事件平定後漢人不再武裝抗日。 

12. 樟腦的用途很多，民間一般使用來驅蟲、除臭。請問：在

日治時期的臺灣，要如何購買樟腦？(A)向英國商人購買(B)

向政府的專賣局購買(C)向山區原住民購買(D)在臺灣禁止

販賣所以買不到。 

13. 日治時期，總督府曾舉辦「始政四十週年臺灣博覽會」，展

示在日本的統治之下，臺灣的產業、建設、文化發展等成果。

如果要翻閱博覽會相關的資料，應該要尋找哪一年的紀錄

呢？(A)1905年(B)1908年(C)1935年(D)1937 年。 

14. 下列哪個電力設施完成於 1934年，供應全臺電力，是臺灣

推動工業化的重要建設？(A)林口火力發電廠(B)石門水力

發電所(C)臺中火力發電廠(D)日月潭水力發電所。 

15. 「『二林□農組合』是日治臺灣的農民運動團體，目的在抗

議當時政府的指定原料採取區域政策，讓投資者壓低收購價

格，犧牲農人的權益，地方上戲稱種植此種作物的人是第一

憨。」從上述內容判斷，□中應該填入哪種作物？(A)米(B)

茶(C)蔗(D)蕉。 

16. 下列關於保甲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A)輔助軍隊控制地

方(B)是從日本引進的制度(C)一人犯罪，保甲內的人連帶受

罰(D)青年團協助救災和地方事務。 

17. 日治時期若是獲得「國語家庭」的認證，會受到表揚，並

且得到各種優惠特權。請問「國語」指的是何種語言？(A)

中國語(B)日語(C)英語(D)臺語。 

18.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實施各項基礎建設。將大部分的無

主林地轉變為國有地是下列哪項措施的成果？(A)人口調查

(B)土地林野調查(C)理蕃計畫(D)舊慣調查。 

19. 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佐馬太有「理蕃總督」的稱號，他

推動五年理蕃計畫攻打原住民部落。請問推動理蕃計畫的主

要原因是什麼？(A)原住民和漢人聯合反抗日本統治(B)想

開發山區的林木和樟腦資源(C)原住民常殺害日本警察割取

人頭(D)想推動鹿皮專賣逼迫原住民提供。 

20. 「這座臺灣港口在清末開港通商，曾受中法戰爭的戰火波

及，日本統治時重新整建，由於其位置較接近日本，因此成

為當時日本進出臺灣的主要門戶。」這段話最可能是介紹下

列哪個港口？(A)基隆(B)淡水(C)鹿港(D)高雄。 

21. 1922年，哪一種符合日本人口味的稻米在臺灣培育成功，

開始大量生產外銷？(A)在來米(B)茉莉香米(C)越光米(D)

蓬萊米。 

22. 西來庵事件是漢人對於武裝抗日的最後一次嘗試，反抗軍

與日本軍隊交戰於噍吧哖，因此又稱為噍吧哖事件。請問：

噍吧哖位於下圖中的哪個位置？(A)甲(B)乙(C)丙(D)丁。 

 

貳、題組題(共 3 題，每題 4 分) 

◎史尼育唔，臺東阿美族人，他一生擁有三個名字，日文名中

村輝夫，中文名李光輝。1943年自願上戰場作戰，為了躲避敵

人，他在印尼的小島上隱居了 31年，直到 1974年被發現，送

回臺灣。被發現時，他說著一口流利的日文，不願相信日本已

經戰敗，並說自己要「回到日本」。請回答 23~25 題： 

23. 日本政府發動某場戰爭，募集臺灣人民補充不足的兵力，

史尼育唔當時被編進高砂義勇隊上場作戰。請問這場戰爭

是？(A)甲午戰爭(B)第一次世界大戰(C)中日戰爭(D)日俄

戰爭。 

24. 有些臺灣人和史尼育唔一樣，受過皇民化的教育，日文流

利，熱愛日本。請問皇民化運動的主要目的是什麼？(A)將

臺灣人改造成日本人(B)將臺灣人編入天皇護衛軍(C)將臺

灣人派往中國當間諜(D)將臺灣人培養成政府官員。 

25. 史尼育唔被派往南洋之前，日本政府便推動南進政策。下

列關於南進政策的內容何者正確？(A)工業日本(B)工業南

洋(C)臺灣是前進南洋的補給基地(D)臺灣是農業改良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