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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七年級社會科試題 

                                                               7年    班     號  姓名：               

地理科試題                                   命題教師：朱惟庸老師 

一、基礎題（共 10 題，每題 8 分，共計 80 分） 

1. 「…銀行山後來由於臺灣工資提高，導致臺灣鳳梨罐頭價格無法與東南亞各國的廉價鳳梨在國際上競爭，嚴重衝

擊外銷市場，鳳梨栽培面積因而大幅減少。…」，由此可知，銀行山早期鳳梨罐頭外銷市場沒落的原因為何? 

(A)氣候變遷，鳳梨難以種植。                (B)鳳梨跌價，無人購買。 

(C)台灣工資提高，無法跟外國廉價鳳梨競爭。  (D)新品種鳳梨問世，農民不會種。 

2. 玻璃製品具有易破碎且不易搬運的特性，因此玻璃工廠多設置於接近下列哪一項區位？ 

(A)原料  (B)交通  (C)勞工  (D)市場  區位。 

3. 早期臺灣加工出口區設立，除考量便利的交通因素外，當地還擁有眾多且低廉的哪一項區位條件？ 

(A)原料  (B)交通  (C)市場  (D)勞工  區位。 

4. 參考右圖，分辨下列哪個地點，最容易先發展成為聚落？ 

(A)甲   (B)乙  (C)丙  (D)丁。 

5. 承上題，該區成為聚落的原因可能為下列何者？ 

(A)位於山坡不易淹水，可避天然災害。 

(B)位於山脊，容易發展成觀光都市。 

(C)山區礦產多，容易發展成礦業都市。 

(D)取水方便，地形平坦，容易成為農業聚落。 

6. 參考下圖，下列哪個時間點之前，臺灣第一級產業的就業人口比例最高？ 

 
 

 
 
 
 
 
 

 
 
 

(A)民 60 年     (B)民 70 年     (C)民 80 年     (D)民 90 年 

7. 承上題，臺灣在哪段期間，第二級產業的就業人口比例最高？ 

(A)民 44～54 年  (B)民 54～64 年  (C)民 64～74 年  (D)民 74～84 年 

8. 對於「都市」的特色，下列哪個說法最適當?  

(A)人口密度比鄉村來得高。       (B)都市面積比鄉村大。 

(C)居民都是從事第三級產業。     (D)都市生活品質較好。 

9. 參考右圖，甲地可能發展成聚落，下咧哪一項是可能的原因？ 

(A)水、陸運交通便利。 

(B)公路交會的要道。 

(C)火車站易聚集人潮。 

(D)鐵路線經過，有交通優勢。 

10.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是在何項區位因素多方考量下，而選擇在新竹市設立？ 

(A)交通  (B)政策  (C)動力  (D)原料。 

二、進階題（共 10 題，每題 2 分，共計 20 分） 

11. 老朱在離花蓮海岸線 100 海浬處捕魚，他的作業方式，可以歸類成下列哪一種漁業？ 

(A)養殖  (B)沿岸  (C)遠洋  (D)近海  漁業。 

12. 運用科技培育出高品質、高價格的農作物，這樣的農業經營方式稱為何者？ 

(A)休閒農業  (B)精緻農業  (C)有機農業  (D)無毒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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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工出口區需要考慮的區位條件有很多，下列哪一項是考慮的區位條件之一？ 

(A)交通  (B)原料  (C)市場  (D)動力。 

14. 「兼具批發與零售的性質，提供大量購物的便利性，通常賣場空間大、多提供停車服務，因此設置於鄰近都市地

價較便宜的地方」，這段敘述指的是下列哪一種商業活動？ 

(A)批發  (B)零售  (C)量販  (D)無店舖。 

15. 集村與散村的分類依據為下列何者？ 

(A)產業類別多寡  (B)人口密度大小  (C)住屋分布疏密  (D)移民時間早晚。 

16. 附圖為 1991 至 2010 年臺灣成衣出口產值的變化情形，

造成該變化趨勢的主要原因為何？〔105. 會考〕 

(A)國內生產成本提高 (B)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C)國外市場規模擴大 (D)產品附加價值提升。 

 

17. 附圖為  1985 至  2009 年臺灣稻作面積的變化。此變化趨勢，除了

受國人飲食習慣改變的影響之外，和下列哪一項因素的關係最密

切？〔106. 會考〕 

(A)政策輔導農業轉型   (B)國際糧食價格升高  

(C)大規模機械化耕作   (D)單位面積產量下降。 

 

18. 臺灣某一時期，經濟政策朝向發展技術、資本密集且具有高附加

價值的高科技產業，政府成立資策會，大量延攬海內外學人，將資訊、光電及生物科技等列為發展重點，擬定國

家科技發展計畫，帶動近年來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為配合此政策，政府還推行了下列哪一措施？〔103. 會考〕  

(A)實施十大建設 (B)推動土地改革  

(C)設置加工出口區 (D)成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19. 附表為  2006 年世界進口與出口貿易額排名前五名的國家，由表中數據

可以推論，下列何者為貿易入超國？〔97. 第二次基測〕 

(A)德國 (B)日本 (C)英國 (D)中國。 

20. 茶、糖、樟腦是晚清臺灣重要的出口商品，當時臺北大稻埕常可見到婦

女坐在洋行的騎樓下從事挑選茶葉的加工工作。洋行最初選擇大稻埕作

為茶葉加工的地方，和下列何種區位條件最有關係？﹝99. 第二次基測﹞  

(A)市場 (B)交通 (C)動力 (D)技術。 

 

歷史科試題（每題 5 分，共計 100 分）                         命題教師：黃若芸老師 

21. 右圖是日治時期臺、日籍兒童就學率之比較。圖中資料判斷，

可知下列何者較符合實際情況？ 

(A)臺人基礎教育較日人更為普及  

(B)臺人因獲得自治，許多人主動入學 

(D)日本同化政策成功，臺人踴躍入學  

(D)1920 年代以後，臺人入學率逐漸提高 

22. 初等教育畢業後，臺籍學童若想繼續升學，多被鼓勵就讀師範

學校、醫學校。這是因為當時的中等教育以何種原則為主？  

(A)實驗原則 (B)實用原則 (C)升學原則 (D)同化原則。 

23. 日本結束在臺統治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設立行政長官公署，並派遣何人擔任行政長官，負責接收臺灣事宜及

掌管行政工作？ (A)陳誠 (B)陳儀 (C)蔣經國 (D)魏道明。 

24. 現今臺灣人民能夠合法進行遊行請願，是哪項政治措施的影響所致？ 

(A)解除戒嚴 (B)實行地方自治 (C)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D)增補選中央民意代表。 

  

單元：億美元 

排名 
出口額 進口額 

國家 金額 國家 金額 

1 德國 11,123 美國 19,196 

2 美國 10,373 德國 9,102 

3 中國 9,691 中國 7,916 

4 日本 6,471 英國 6,008 

5 法國 4,901 日本 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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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臺灣這塊土地上，曾歷經許多不同的人群或政權在此活動，也帶來了多元的文化風貌。請依據這些人群或政權主

要活動的時間，按照發生先後順序排列。 

(A)明鄭時期→荷蘭時代→清領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在臺→日治時期  

(B)荷蘭時代→明鄭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在臺 

(C)荷蘭時代→明鄭時期→日治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在臺→清領時期 

(D)清領時期→明鄭時期→荷蘭時代→日治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在臺。 

26. 根據研究指出，日治時期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與專門學校（包括醫學校、師範學校等）的臺灣人只有約 3200 人，

但到日本留學的臺灣人卻有約 20 萬人。請問，下列哪一個解釋最能夠說明這個現象？  

(A)當時臺灣沒有大學，因此許多臺灣人只好到外地求學  

(B)當時臺灣的大學素質遠遠不如日本的大學，因此臺灣人選擇到日本讀書  

(C)當時日本總督要求臺灣人不准就讀高等教育，因此臺灣人只能到其他地區就學  

(D)當時的升學考試與政策對於日本學生較有利，因此臺灣人傾向到國外留學。 

27. 在日本統治的 50 年之中，臺灣人曾發起多次的政治社會運動，而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的解釋，社會運動是指「凡

不經政府以法令強制施行而純由民間部分人士，基於良知，協力提倡的社會改革行動」。請問，依據上述的定義，

下列哪一個行動最可以被歸類為社會運動？  

(A)日本總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要求臺灣人學習日本的服飾、宗教信仰、語言等等  

(B)二林地區的蔗農，因為與糖廠協商提高甘蔗收購的價格不成，爆發激烈衝突  

(C)總督府在 1935 年開辦第一次的選舉，半數的地方議員由人民投票選出  

(D)日本警察與臺灣保正和甲長，監督臺灣人定期實施環境清潔工作。 

28. 承上題，當時的政治社會運動大多發生在日治的哪一段時期？  

(A)日治初期（1895-1915） (B)日治中期（1915-1935） (C)日治後期（1935-1945）。 

29. 承上題，在這段期間，林獻堂與蔣渭水等人成立了哪一個組織，在臺中設立夏季學校，並且在臺灣各地舉辦演講、

文化劇、讀報社等等，致力於推展新知識與改良社會風氣？  

(A)臺灣民眾黨 (B)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C)臺灣文化協會 (D)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30. 中華民國政府開始治理臺灣後不到兩年的時間，臺灣島內隨即爆發大規模的衝突，稱之為二二八事件。而所謂的

「衝突」通常指至少兩方以上的群體發生對立。請問，二二八事件最可能涉及哪兩方之間的對立？  

(A)國民黨與民進黨 (B)日本政府與臺灣人民 (C)來自中國大陸的人與生長在臺灣的人 (D)共產黨與國民黨。 

31. 承上題，歷史學家一般認為，這兩者之間的對立，最早是因為哪個事件而被引爆，而導致後來發生大規模的衝突？  

(A)國民政府與共產人士談判破裂，導致人民起來抗議 

(B)查緝員在臺北追查香菸走私問題時，與民眾發生衝突  

(C)政府接收臺灣時，便與臺灣居民意見不合而有所爭吵  

(D)中央政府直接派兵鎮壓，導致人民心生不滿起來反抗。 

32. 臺灣曾實施長達 38 年之久的戒嚴令，在這段期間限制了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而這也是世界上極少

數施行如此長時間的戒嚴政策。請問，下列哪一個解釋最能夠說明當時政府下令進入戒嚴時期的原因？  

(A)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臺灣仍處在政治、經濟混亂的狀態  

(B)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臺灣各地反抗不斷  

(C)國民政府與共產勢立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劇烈，政府希望穩定情勢  

(D)日本結束在臺灣的統治，國民政府需要立刻安定臺灣社會。 

33. 承上題，在這長達 38 年的戒嚴時期，部分臺灣人民企圖打破這些限制，因此與政府發生衝突。請問，下列哪一

個事件『不屬於』對於戒嚴令的挑戰？  

(A)民國 39 年臺灣人積投入政府舉辦的地方選舉，擴大臺灣人參政的基礎  

(B)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發文，討論思想自由的重要性  

(C)美麗島雜誌社的成員在高雄舉辦人權日紀念大會  

(D)謝長廷等人在臺北成立民主進步黨。 

34. 承上題，在這 38 年間對於戒嚴令的挑戰行動越來越頻繁，尤其在解除戒嚴的前十年左右，而這十年的行動也常

被統稱為黨外運動。請問，所謂的黨外運動中的「黨」，是指哪一個政黨？  

(A)民主進步黨 (B)中國民主黨 (C)國民黨 (D)時代力量。 

35. 現今臺灣的民主是歷經數十年，人民與政府之間不斷折衝和調整而來，在這個過程中，人民能夠參與政治的形態

與範圍也越來越擴大。請問，臺灣人民首次可以直接選舉總統是在哪時候？  

(A)民國 40 年代 (B)民國 60 年代 (C)民國 80 年代 (D)民國 100 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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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圖為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初期出現的漫畫，諷刺著當時物價飛漲的情形。 

請問，下列哪一個解釋最能夠說明漫畫中所描繪的情形？  

(A)當時臺灣稻米盛產，所以物價不斷下跌 (B)日本人帶走所有的生活物資，導致米價上漲  

(C)當時政府故意拉高米價，想多賺一些錢 (D)政府將民生物資運到中國，造成稻米減少而漲價。 

◎日本統治期間曾將新式的教育制度引進臺灣，而設有第一個官立移民村（吉野村）的花蓮地區也不例外，陸續設置

了多個教育機構，開啟了花蓮地區的新式教育體制。請回答第 37 題至第 40 題。 

37. 當時來到花蓮的日本人，其孩童最有可能就讀哪一所學校？  

(A)薄薄蕃人公學校 (B)佐倉蕃童教育所 (C)花蓮港公學校 (D)吉野尋常高等小學校。 

38. 居住在花蓮地區的漢人（包括閩南人、客家人），其孩童又可能會去讀哪一所學校？  

(A)薄薄蕃人公學校 (B)佐倉蕃童教育所 (C)花蓮港公學校 (D)吉野尋常高等小學校。 

39. 1941 年時，歷經多次名稱改變的薄薄蕃人公學校，改名為田埔國民學校。請問，這次的學校體制改變，是為了

配合總督府的哪一個政策？ (A)皇民化運動政策 (B)農業臺灣政策 (C)無方針主義政策 (D)內地延長政策。 

40. 1927 年日本政府在花蓮地區設立花蓮港高等女學校（今花蓮女中），成為東臺灣第一所高級中等學校。請問，

日本政府設立之初以招收哪些身份的學生為主？  

(A)閩南、客家學生 (B)日本學生 (C)原住民學生 (D)外國學生。 

 

公民科試題                          命題教師：潘盈婕老師 

一、 基礎配合題(41-46題，每題5分，共計30分) 

社會規範是社會穩定與進步不可或缺的一環，請問下列為何種社會規範？ 

參考答案：(A)風俗習慣 (B)倫理道德 (C)宗教信仰 (D)法律 

41. 父子有親、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42. 每年農曆三月開始的媽祖遶境，很多信徒都會伏跪在地上讓神轎從身上經過 

43. 《國民教育法》規定，凡六歲至十五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 

44. 2 月 6 日花蓮大地震，全國各地民眾與團體紛紛伸出援手，資助受災的人度過難關 

45. 為降低酒駕再犯率，立院三讀通過新增：「同車共責條款」、「加裝酒精鎖」與「懲罰性賠償」 

46. 中國人有不送手帕、傘、鐘、剪刀的規定。例如：忌送鐘，因為『送鐘』諧音『送終』 

二、 單選題 (47-56題 每題4分，共計40分) 

47. 公民課時，同學們正在討論社會規範的意義，下列何人的論點最正確？ 

(A) (B) (C) (D)  

 
48. 目前有種「不抱怨運動」正在全球 80 多個國家推行，活動方式是在手上戴上紫色手環，每次抱怨或指責別人就

要換手戴，連續不抱怨 21 天才算成功。本活動發起人認為日常生活的抱怨，代表我們常把注意力放在負面思維

上，這種不快樂的情緒不但拖累自己，也容易增加衝突。對生活不抱怨，用積極態度面對，才會成為快樂的人。

請問：「不抱怨運動」有助於哪一種社會規範的提升？ 

(A)風俗習慣    (B)倫理道德    (C)宗教信仰    (D)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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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下列何種行為會受到國家強制力的處罰？ 

(A)未滿 18 歲的凡淇騎乘機車           (B)澤歡與慧圓沒有訂婚就結婚 

(C)野夕坐公車時，沒有禮讓座位給老人  (D)卡哥在音樂廳欣賞表演時，手機鈴聲大聲響起 

50. 霓虹新婚不久後便生下一子，許多親朋好友都送上嬰兒的新衣物，但是因為臺灣有個習俗，認為「小孩子穿舊衣

服，會比較好帶」，所以霓虹還是謹遵長輩的交代，讓寶寶穿著舊衣。依上文所述，可見人類文化的何種特徵？ 

(A)普遍性    (B)差異性    (C)累積性    (D)制約性 

51. 非洲馬賽族族人對人表示友情與祝福的方法，就是在對方臉上「呸」的，吐一口

口水。而傳統的巴拉圭人向人問候的方法，竟然是開心地在對方臉上打一巴掌。

請問：上述這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顯示出文化的哪一項特徵？ 

(A)普遍性    (B)差異性    (C)累積性    (D)制約性 

52. （右圖）漢宵未詳查引用的資訊，因此撰寫的主題報告錯誤百出，其內容當中只

有哪一畫線部分完全正確？ (A)甲    (B)乙    (C)丙    (D)丁。 

 

 

53. （右圖）放學後，小宇和希希互傳訊息，內容如以下所示，他

們所使用的對話文字是時下青少年發展出來的獨特文化，又可

稱為下列何者？ 

(A)主流文化    (B)低等文化    (C)劣文化    (D)次文化 

 

 

 

 

54. 附表中關於四種社會規範的比較，何者正確？ 

 
 
 
 
 
 

(A)甲    (B)乙    (C)丙    (D)丁 

55. 為吸引現代小朋友了解傳統韻味的戲劇內涵，紙風車劇團推出新製「武松打虎」

的好戲。故事改編自『水滸傳』已數來寶、念謠的形式對話，即興地配合 RAP

節奏，現代結合傳統題材使得趣味性十足。請問該部戲劇最能顯示出文化的哪

一種現象？ (A)文化傳承    (B)文化創新    (C)文化交流    (D)文化衝突 

56. 在民國五十年代，政府禁止原住民社會使用母語，要求原住民縮短祭典時間，

並視原住民傳統服飾為不雅的象徵。請問：上述現象顯示當時未能落實下列哪

一項文化交流的原則？【92 年第一次基測】 

(A)了解與認同世界文化    (B)促進社會統整與共識    (C)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     (D)尊重不同文化的特色 

 

背面仍有試題 
 
  

選項 倫理道德、宗教信仰、風俗習慣 法律 

(甲)產生背景 長期累積而成 立法機關制定 

(乙)作用 規範外在行為 啟迪內在良心 

(丙)強制力 有 無 

(丁)處罰方式 以公權力處罰 良心的譴責、社會輿論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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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組題 (57-62題，每題5分，共計30分) 

題組一（根據文章回答57-59題） 

方便變隨便？ 

近幾年，全國掀起自行車熱，花蓮縣業者於 2018 年 5 月引進無樁共享

單車「oBike」，主打訴求為租借十分便利，只要負擔些許費用，即能享

受短程的運輸效果。然而，短短半年時間，街道違停層出不窮，甚至有民

眾惡意破壞車體或隨意丟棄在田野間等亂象出現。於是花蓮縣議會在第

18 次臨時會中提案，針對 oBike 停車問題提出「花蓮縣處理妨害交通車

輛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只要違規亂停遭拖吊每日需繳 100 元拖吊

費，若業者或車主一直不處理，半年後就可拍賣。 

 
57. 單車共享系統結合手機 app 讓租借單車變得比以往更加方便與快速。這主要顯示出文化的哪項內涵與特性？ 

(A)理念層次/普遍性     (B)器物層次/差異性    (C)器物層次/累積性    (D)制度層次/制約性 

58. 單車共享系統無法如預期提升運輸的品質，請問：造成此結果的主要原因是何種社會規範無法發揮作用？ 

(A)風俗習慣    (B)倫理道德   (C)宗教信仰    (D)法律 

59. 政府為了解決 oBike 違停問題而明訂罰則，是期望此舉可發揮何種效果？ 

(A)集中統治權力    (B)推動經濟發展    (C)約束個人行為    (D)建立分工社會 

 

題組二（根據文章回答60-62題） 

全國客家日 

客家委員會宣布每年農曆正月 20 日即「天穿日」，訂為全國客家日。

客委會表示：南北客家過年方式不同，天穿日因與各地的紀念方式較一

致，民調投票結果最後險勝義民節，當選為客家日。在天穿日當天，客

家人會以炸過的田粄（年糕）祭天，象徵女媧補天或把炸田粄做成小圓

球狀，並插上針線，俗稱「補天穿」，非常富有文化價值與意義。 

 
60. 全國客家日的票選活動充分表現出何項文化意涵？ 

(A)文化創新     (B)文化衝突    (C)文化傳承    (D)多元尊重 

61. 「天穿日」基於哪一文化特性險勝義民節，成為全國客家日？ 

(A)差異性       (B)累積性      (C)制約性      (D)普遍性 

62. 「補天穿」是客家族群特有的過年習俗，屬於哪一層次的文化內涵？ 

(A)器物層次    (B)制度層次    (C)理念層次     (D)精神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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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2次段考 7年級 社會科試題答案 
 

選擇題配分： 

地理科：第1題~第10題—每題8分；第11題~第20題—每題2分 

歷史科：第21題~第40題—每題5分 

公民科：第41題~第46題—每題5分；第47題~第56題—每題4分；第57題~第62題—每題5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D B D A C A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B A C C A A D C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B B A B D B B C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C A C C D D C A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 C D B D A B B A D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B D D A B D C B C C 

61 62 
 

D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