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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國中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 七年級 社會科試題 

命題教師:邱騰玄                範圍:第二單元歷史            班級:   座號:   姓名:        

＊本試卷可 Open Book 作答，惟限七年級社會課本＊ 

一、基礎題，每題 3分，共 60分 

1. 某一布告中提到：「……國際公法規定，若割讓土地無法被當地人民所接受，則該約便無法成立，外國已有前例

可循。若各國能仗義執言，使臺灣歸還大清，臺民願以所有利益回報。」此布告最早可能出現於下列何時？  

(A)清法戰爭發生時       (B)馬關條約簽訂後  

(C)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D)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 

2. 日本治臺時期，總督府得以瓦解可能存在的反抗勢力，而且能確實掌握臺灣的戶口，奠定堅實的統治基礎，與下

列何者「最」有關係？  

(A)六三法     (B)日本軍隊  

(C)皇民化運動 (D)警察與保甲制度 

3. 右圖是小蓮在歷史課堂上所做的筆記，由內容推斷，老師講述的主題應是下列何者？  

(A)霧社事件 (B)噍吧哖事件  

(C)臺灣民主國 (D)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00 年基測】 

4. 「臺灣總督得於其轄區內，頒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這是 1896 年日本頒布的「六三

法」第一條條文，由此條文內容來看，「六三法」對於當時臺灣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A)從此臺灣人可以自主管理 (B)形成總督專制的統治體制  

(C)臺灣總督須具備司法背景 (D)視臺灣為日本內地的延長 
 

5. 下表為日治時期某一年臺灣的教育狀況，從表中可看出當時的教育情形為何？ 

(A)臺人基礎教育較日人更為普及  

(B)升學管道暢通，臺人紛紛入學  

(C)臺人與日人都有平等的受教權  

(D)臺人基礎教育不足且升學不易 

 

6. 右表是近年來臺灣社會所發生的重要記事。根據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可能是這些社會變革出現的背景？  

(A)改良宗教與習俗 (B)爭取人權與自由  

(C)推動科技與經濟 (D)提振倫理與道德 

 

7. 1930 年代以後，臺灣總督府在臺灣積極推動工業化，下列何者是其主要目的？  

(A)使臺灣成為南進的補給基地              

(B)改善臺灣的經濟，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  

(C)使臺灣成為日本國內工業零件的供應地  

(D)有效利用臺灣的資源，促進臺灣工業的發展 

8. 阿欣完成了臺灣史報告，她將報告的關鍵詞設定為「報禁」、「美麗島事件」、「民主進

步黨成立」等，依此推斷，該報告的主題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戒嚴時期的社會面貌 (B)日治時期的民主運動  

(C)韓戰時期的外交衝擊 (D)中日戰爭時期的國家政策 

9. 右圖為臺灣某一時期所面臨的外交困境，此一事件對臺灣的外交造成何種影響？  

(A)美國和台灣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B)臺灣被納入東亞反共防衛體系的一環  

(C)臺灣友邦紛紛改變立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D)海峽兩岸陷入長期的武力對抗 

10. 民國七十年代末期，原住民、客家、勞工、婦女等群體紛紛透過社會運動爭取權益。這些群體能夠走上街頭表達

訴求，導因於政府的哪項政策？  

(A)推行土地改革 (B)推動十大建設  

(C)實行九年國教 (D)宣布解除戒嚴。 

11. 右圖一是筱方暑假去某外島旅遊，在當地景點拍攝的照片。由

照片內容推測她應是去圖二哪一地點？  

(A)甲  (B)乙 (C)丙 (D)丁 

 

項目 
基礎教育 中等學校

學生數 

專門學校

學生數 

高等教育

學生數 學生數 學齡兒童就學率 

日本人 23,711 人 98.2% 477 人 6,856 人 220 人 

臺灣人 210,727 人 28.4% 251 人 4,642 人 28 人 

西元 記事 

1987 臺澎地區解除戒嚴。 

1991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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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國家多遭逢殖民統治的困境，包括如何面對殖民地蓬勃發展的民族運動，及

如何繼續利用殖民地的資源以擴張經濟。」針對上述局勢，當時的統治者在臺灣採取下列何項措施？  

(A)頒布「六三法」   (B)征討臺灣民主國  

(C)開始建造縱貫鐵路 (D)實行內地延長主義  

13. 附表是臺灣自耕地與佃耕地的比例變化。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下列何項？  

(A)美麗島事件後的土地賠償 (B)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的土地改革  

(C)日本戰敗後，臺灣農民接收日本人的田地 (D)高科技產業發達後，帶動農業發展 

 

＊王新在閱讀賴和的代表作《一桿稱仔》，看到下列段落： 

  「……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犯罪的事件，發見的愈多，他們的高升就快。所以

無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訴的人們，向來是不勝枚舉。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

衡規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 

(節引自：賴和，一桿稱仔。) 

14. 王新閱讀的這篇作品，應該是在描繪下列哪個時期的景象？  

(A)荷治時期 (B)鄭氏時期 (C)清領時期 (D)日治時期。 

15. 由賴和的作品中可看出，此時期的巡警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極大。請問：下列何者屬於警察的工作內容？  

(A)從事道路修建工程 (B)協助打掃環境清潔 (C)調查各地戶口資料 (D)提供各式經濟援助。 

 

＊《他的故事》之異鄉遊子 

下文節錄自本校退休教務主任對居住花蓮的「山東同鄉會」所做的口述歷史，請閱讀文章後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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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咏周回憶錄 孔繁鉞 訪談於民國 99 年 12 月 

 師範唸書  

抗戰那時候，我念萊陽簡易師範；受游擊隊保護，有公費待遇。教了一年書，我二十二歲；家裡頭逼我結

婚，新娘小我三歲。結婚半個月，我就回學校去了，相處時間不長。 

結這個婚，我其實不大樂意，結婚沒兩年，我們一家老小，逃難到青島。我們家有一頓沒一頓的，自顧不

暇環境也亂。我等於是養不活老婆，把老婆給餓跑了。那時候不曉得她懷了身孕，後來大陸探親，才第一

次見到我女兒，都已經四十多歲了。 

 青島難民 

勝利後共產黨來了，趕緊跑到青島。碰巧遇到孫繼丁長官視察，他是救濟總署魯青副署長，第二天就通知

我上班去了。我在文書科，負責謄寫公文，刻鋼板之類的。當時月薪能買兩袋麵粉，加上署裡伙食好，四

菜一湯還有罐頭，我吃的身上能長肉了。走在大街上，看見到處都是些餓肚子難民；心想自己年紀輕輕，

怎麼好意思享受？良心上很過意不去。好景不長，一年後救濟總署裁撤，我又成了難民。 

我去郵局當雇員，月薪能買五十斤包穀，可惜半年郵局就關了。游擊隊招兵，我去三個月就跑了。因為吃

不飽穿不暖，還遇上共產黨打遭遇戰。我當班長，也有槍，可是沒經過訓練，嚇怕了。 

 靈山島撤退 

青島撤退之前，魯東師管區所屬三個團管區，移防靈山島。我領到銀元兩塊大頭，交給母親一塊。我說：

「部隊要走，我只好跟著走。」母親說：「孩子啊，沒辦法啦，逃命去吧！」唉！哪裡知道，這就是最後

一面。 

端午節過了好幾天，我還在靈山島。這時改編成補訓總隊，隊長是項傳遠少將。大伙兒緊張的不得了，還

好終於等到台安輪，專程來接運。就這麼一身軍裝，兩手空空上了船。 

我們共三個團，兩三千人，船上可擠啦！當時我只是個上士，帶家眷要靠關係。再來也沒法說出口，帶誰

不帶誰。就這麼一大家子，通通丟在青島了。 

船開了四、五天才到基隆，又六、七天不讓進港。船上老百姓餓得啃生米，穿軍裝的還能開伙，有熟米飯

吃。 

我們船上萊陽團，後來送海南島。我屬於濰縣團，在基隆下船，編入五十四軍，駐紮臺中市太平國小。 

 有緣千里 

我跟著一九八師五九二團，調來花蓮。起初駐防在美侖氮肥廠，後來遷移到北濱街團管區。同事裡頭，山

東老鄉不少。四十八年我結婚，當時我剛升上尉，月薪不到一百塊台幣，哪有錢結婚？幸虧台北老同學借

了八百，還有光復親戚借了五百，這才敢印喜帖。收了禮金兩千多塊，給岳家算一點意思。剛結婚在外頭

項目 1948 年 1953 年 1956 年 

自耕地 56% 83% 85% 

佃耕地 44%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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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子，屋裡連個收音機都沒有。太太很能幹，一個月裁縫衣服，能有七、八十塊收入。搬進復興新村後，

太太開起雜貨店。等到五十八年我退役，家裡已經買上電視了。七十五年太太肝病過世，還不到五十歲。

唉！操勞過度呀，也怪發現得晚。 

 返鄉探親 

七十七年清明過後，兒子陪我第一次回去探親。以後年年回去，總共十幾次。家裡頭父親、母親，在我探

親之前都過世了，還好文革時候沒怎麼給鬥爭。我伯父一家很慘，堂兄戴帽遊街；出門要敲鈴，自己喊：

「惡霸某某出門啦。」 

三大件兩小件第一次沒買，在香港折換兩千人民幣。紅包、金戒子當然不能少。第一次探親我帶七千美金，

剩下三千美金。 

我原來的老婆四、五十年沒見，見了面一句不吭。她改嫁了，日子還算過得去。我給她兩百美金，感念她

吃過苦。當初在青島，她給老美家裡作下女；做了兩天，人家發現懷孕，就不要了。她拿回來兩塊美金給

我，也沒講懷孕，我感念這個。第一次見面的女兒，我給兩百美金，又給外孫女一百美金。 

 含飴弄孫 

九十三年因為眷村改建，我搬來現在這個家。女兒嫁到台南，外孫兩個，都長大了。兒子結婚慢，三十多

歲才成家。兩個孫子，大的國一，小的四年級。兒子不愛吃饅頭，愛吃麵條、大蒜，尤其愛吃香椿皮蛋拌

豆腐。媳婦、孫子就沒法兒勉強，能不嫌咱們那些個味道，就很好啦！ 

前兩年我哥哥在大陸過世，我沒回去。一來怕身體吃不消，再來心願已了，都回去十多次了麼。 

16. 根據上文，尹老先生隨政府來臺的時代背景為何？  

(A)日本於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敗中華民國，導致政府喪失民心  

(B)韓戰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並接全將士來台灣  

(C)臺灣宣布退出聯合國，島內動盪不安，外交狀態極度不穩  

(D)政府在與中共的內戰中失利，為穩定局勢，轉而經營臺灣。 

17. 在行 34 中提到，七十七年尹先生盼望多年，終於能夠再度回到大陸，這是因為政府的哪項政策所致？  

(A)宣布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     (B)善意回應中共的一國兩制主張  

(C)表面和解，實則為反攻大陸作準備 (D)終止動員戡亂，開啟兩岸交流管道。 

18. 承 17 題，政府頒布上述政策是在哪位總統任內？  

(A)蔣中正 (B)蔣經國 (C)李登輝 (D)陳水扁。 

19. 在開放大陸探親初期，由於兩岸仍未有官方互動，因此有許多與對岸有關的文書，在台灣得向哪一個政府委託的

民間機構洽辦？ 

(A)大陸委員會 (B)海峽交流基金會 (C)國台辦 (D)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20. 尹先生的經歷同時反映海峽兩岸長期的發展趨勢。請問：此發展趨勢為何？  

(A)勢不兩立 → 一國兩制   (B)對等溝通 → 軍事衝突  

(C)武裝對峙 → 溝通協商   (D)追求統一 → 支持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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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東亞地圖 圖二：日治時期臺灣稻米生產量圖 

二、手寫題，共 40分                                               班級:   座號:   姓名:       

１、閱讀下列短文後，請你練習做一個簡單的摘要。（15分） 

⑴ Who這些運動的推動者是哪些人？ 新社會精英，如林獻堂、蔣渭水等人                               

⑵ When這些運動盛行在什麼時候？ 一九二○年代                                                     

⑶ What這些運動的主要訴求是什麼？ 提升臺灣整體的文化，爭取臺灣人的政治權益                     

⑷ Why這些運動後來為什麼會銷聲匿跡？ 中日戰爭爆發，總督府加強社會控制                            

⑸ How這些運動如何推動？透過請願、舉辦演講會、讀報社等增進民智，成立政黨組織推動自治等方式       

２、日本統治台灣初期，總督府採行「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經濟政策。請參閱下圖，回答問題。（15分） 

（1）請以七年級上學期地理，經緯線所教授的觀念，並參考下圖一，台灣比日本在農業上具有什麼樣的發展優勢？ 

 臺灣稻米呈現增長的趨勢，可能與總督府

推動農業技術改良，以及嘉南大圳完工

有關。                              

（2）由右圖二可知，(a)1900年至1938

年，臺灣稻米產量呈現何種趨勢？ 

(b)此變化可能與哪些原因有關？ 

 (a)臺灣稻米呈現增長的趨勢，可能與總

督府推動農業技術改良，以及嘉南大圳

(b)                                  

                                     

                                     

 

３、下圖列出是中華民國行憲後歷任總統。（10分） 

 

（1）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得「連選連任」一次，也就是最多一次當兩任。但從行憲後至今的歷任總統圖表

中，我們卻發現，蔣中正卻連任五次直到去世為止。請問為什麼蔣中正可以不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 

                                                                                                     

（2）上圖中第4位總統陳水扁，雖然他目前身受司法訴訟，但在2000年陳水扁順利就任總統後，台灣在國際間更享有

「政治奇蹟」的讚譽。請問此讚譽主要來自哪方面的評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上瀰漫著一股民族自決的思潮，受此影響，臺灣的新社會精英分子紛紛推動

政治社會運動。其中最早且歷時最久的便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這場活動中，這些精英倡導設立臺灣

議會，但一直未受到日本政府的許可。同時，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所設立的臺灣文化協會，以提升臺灣整體的文

化為目標，在各地舉辦演講會、讀報社等活動，希望增進民眾的基本知識與識字率。 

  西元1927年，臺灣民眾黨成立，開始宣導民權與自治的重要性。一九三○年代以後，隨著日本國內政治氣氛

的改變，總督府不再容許自由、民權、民本的主張，這些社會精英轉以「地方自治」為主要訴求。最後，在臺灣

地方自治聯盟的倡導下，臺灣終於進行了第一次的地方議員選舉。直到一九三○年代後期，這些政治社會運動才

銷聲匿跡。 資料來源：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1/C0112400335/main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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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D B D B A A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D B D C D A B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