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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國中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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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本傳記中提到：「他利用宗教，散布消息，強調奉王爺之命建立『大明慈悲國』， 將日本人趕走，參與起事的人都可以

獲得重賞。」此本傳記應該是何者？ 

(A)《劉永福傳》  (B)《丘逢甲傳》 

(C)《余清芳傳》  (D)《莫那魯道傳》 

2. 臺灣總督對外宣稱：「臺灣的法制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視為內地的延伸，直接適用本國法律，視為本國領土來統治。」

臺灣總督治臺政策的轉變與下列何事有關？ 

(A)警察保甲制度實施  (B)臺灣民主國的覆滅 

(C)中日兩國戰爭爆發  (D)民族自決思潮出現 

3. 一九三○年代以來，總督府積極在臺灣推動工業化建設，且將經濟政策調整為「工業臺灣，農業南洋」，此次調整經濟政

策的目的為何？   

(A)視臺灣為日本進軍南洋的重要跳板  (B)臺灣農業遭遇困境，轉向工業發展   

(C)臺灣礦產資源豐富，適合發展工業  (D)吸引外國投資，加速臺灣工業發展 

4. 西元 1902 年時，臺灣到東京求學的學生為三十多人，至西元 1920 年時已增至六百多人。關於此現象背景的理解，下列說

明何者最為恰當？ 

(A)臺灣的基礎教育十分普及  (B)臺灣的高等教育仍然不足 

(C)總督府的教育政策相當成功  (D)臺灣民眾的抗日意識已經瓦解 

5. 西元 1921 年，林獻堂第一次率領 178 名群眾聯名向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直到西元 1934 年 9 月中止請

願活動為止，運動共歷時 14 年，提出請願 15 次。請問：林獻堂第一次率領請願活動的時代背景為何？ 

(A)甲午戰爭爆發   (B)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C)中日戰爭爆發   (D)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6. 現今我國正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希望加強人民知識素養，使學子更具有競爭力。請問：臺灣最早推動六年義務教

育是在下列哪一個時期？ 

(A)清帝國時期   (B)日治初期 

(C)皇民化運動時期  (D)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7. 臺灣文化協會與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成員重疊甚多，是因為當時臺灣知識分子主要的訴求為何？ 

(A)革命推翻日本政權  (B)政治請願爭取權利 

(C)促使日本文化扎根  (D)經濟上採不合作運動 

8. 某報紙社論：「最近物價狂飆，整個經濟社會在震盪著，人民生活極端困苦，誰都希望政府能夠設法澈底解決。人民實在

太苦了，再提起日本投降時所設想的美麗遠景，似乎只是痴人說夢。人民現在沒有絲毫的奢望，只求有最低限度的安定生

活。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兩者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這種社會實在太危險了。」文中提及「物價狂飆」，主要與下列何

者的關係最密切？ 

(A)日軍帶走大量物資，導致臺灣資源短缺 

(B)廢除專賣制度，使人民與政府收入減少 

(C)臺灣資源大量輸往中國大陸以支援內戰 

(D)人口大量的移入，造成日常物資的缺乏 

9. 「民國 68 年 12 月 10 日晚上，遊行隊伍被鎮暴警察包圍，警察開始噴射催淚瓦斯，令現場失去控制，爆發嚴重衝突。事件

發生後，軍警情治人員展開全島同步的大逮捕行動，陸續追捕黨外人士。」下列對此事件的描述，何者正確？ 

(A)黨外人士透過此遊行活動表達追求民主政治的訴求 

(B)加速黨外勢力結合，促成隔年民主進步黨的成立  

(C)多人遭到逮捕，顯示臺灣社會普遍無法接受遊行活動 

(D)導因於黨外人士企圖組織中國民主黨，卻遭到政府壓制 

10. 從前有一首在民間流行的歌曲：「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收復大陸，解救同胞，服從領袖，完成革命；三民主義實

行，中華民國復興；中華復興，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此歌曲最可能流行於下列哪一個時期？ 

(A)武力對峙時期  (B)政治對峙時期 

(C)民間交流時期  (D)皇民化運動時期 

 



2/4 

11. 以下是兩個人的對話內容： 

明美：自從中美建交後，中國不斷提出「三通四流」、「一國兩制」的口號，試圖進行和平統戰。 

偉俊：面對中國態度的轉變，我國當然也有自身的因應之策⋯⋯。 

偉俊所提到的「因應之策」應是何者？ 

(A)出兵抵禦金門攻勢  (B)開放兩岸探親活動 

(C)強調三不政策主張  (D)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 

12. 美國總統發表聲明：「對於共產黨軍隊可能占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到太平洋區域與在該區活動的美軍安全，因此，本人已

命令第七艦隊前往臺灣海峽，協助臺灣巡防。」請問：上述美國總統的聲明，是為因應下列哪一事件的發生？ 

(A)韓戰爆發    (B)國共內戰  

(C)臺灣舉行總統直選  (D)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13. 這一年，是海峽兩岸外交力量的分水嶺。因為這一年的某事件後，中華民國在許多國際組織遭到排擠，許多邦交國也轉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加深中華民國的孤立。請問：下列哪一事件是造成海峽兩岸國際地位轉變的關鍵？ 

(A)民國 47 年，金門八二三炮戰    

(B)民國 60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C)民國 61 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   

(D)民國 68 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14. 臺灣某個時期「政府強勢收購地主土地，再轉售給實際耕作的農民，許多農民因此開始有了自己的耕地。但農民並非無償

取得土地，他們必須分擔改善灌溉設施的費用，並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來獲得土地的所有權。」這是對哪一項政策的描述？ 

(A)三七五減租  (B)公地放領 

(C)耕者有其田  (D)設置原住民保留地 

15. 被譽為「台灣糖業之父」的新渡戶稻造曾提出以下看法：「農業要和工商業一同構築堅實的基礎，才能建構理想的國家，

帶來繁盛的未來。」為了實踐此理念，他在 1901 年來台赴任後，耗費半年時間調查，並從國外進口適合本地氣候的甘蔗品

種，大量種植，使台灣的製糖產業進入興盛期。有關新渡戶稻造當時發展製糖產業的時代背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日本政府計畫將台灣建設成為前進南洋的補給基地  (B)台灣總督府企圖藉由農業改良，供應日本國家需求  

(C)台灣郊商要求日本政府進行糖業改良，增加出口量  (D)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總督府需要大量的財政收入 

16. 新北市政府每年 4 月會在中和地區舉辦一年一度的潑水節活動。潑水節是東南亞地區最盛大的傳統節日，節慶期間大家會

用純淨的清水相互潑灑，祈求洗去過去一年的不順，新的一年重新出發。請問：原為東南亞地區節慶的潑水節會在新北市

出現，與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 

(A)原住民族提倡並復興南島文化  (B)政治上欲加強與東南亞的聯繫 

(C)新住民移入帶入不同地區文化  (D)配合並推廣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17. 美國總統艾森豪於 1960 年拜訪台灣時，受到熱情群眾夾道歡迎。艾森豪總統為了防止共產勢力擴張，曾與我國簽訂相關反

共條約，使台灣在軍事、經濟及外交上得到美國的支持。有關當時台灣的局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文中的反共條約為《台灣關係法》  (B)美國總統是韓戰爆發時而來台灣  

(C)台灣運用美援推動多項經濟建設   (D)台灣為爭取美國支持而宣布解嚴 

18.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曾在 2015 年舉辦「鉅變一八九五年．乙未之役 120 週年」特展，希望透過此展覽，讓台灣人能更深入

了解鉅變的 1895 年。根據上述內容，下列哪個場景會出現在台灣的「乙未之役」中？ 

(A)法軍艦對基隆展開猛烈攻擊   (B)霧社原住民奮勇抵抗日軍  

(C)余清芳率眾突襲噍吧哖支廳   (D)劉永福率軍鎮守台南抗日 

 近日因俄羅斯揮軍烏克蘭，原油價格飆漲也成各國經濟發展的隱憂。在台灣油礦業最早有記載，始於 1861 年的今苗栗後龍

溪畔，有人汲取原油來買賣。1877 年將歸官辦，成立油礦局，在劉銘傳主政時設立煤油局。之後，日軍接收礦權；日治末

期，因應戰爭需要，在高雄成立「海軍第六燃料廠」。戰後，政府接收了高雄煉油廠。1960 年代，因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的

轉向，對石化中間原料（半成品）的潛在需求也日漸增加，塑膠與紡織製品皆成為此時臺灣出口大宗。1980 年代，由於環

保意識的抬頭，民眾對石化工業設廠存在疑慮，抗爭不斷，加上成本升高，石化上游產業也開始外移…。 

19. 請問上文中，「海軍第六燃料廠」的設立，是為因應哪一場戰爭的爆發？ 

(A)甲午戰爭   (B)第一次世界大戰  

(C)國共內戰   (D)第二次世界大戰 

20. 上文中提到「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的轉向」，請問此處的政策轉向的內容為何？ 

(A)工業日本 → 工業台灣    (B)進口替代 → 出口擴張  

(C)兩岸全面交流 → 新南向政策  (D)產業升級 → 自由化級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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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手寫題，共 40分            班級:   座號:   姓名:         

 右圖的地上有一個阿拉伯數字，圖中左右分別站立一人，分別看到了地上的數字。請問： 

(1)、站在左邊的人，將會看到的數字是？(2 分)                                                                                                           

(2)、站在右邊的人，將會看到的數字是？(2 分)                                                                                                           

(3)、請問為什麼地上的數字只有一個，而兩人給出的答案卻會是不同(4 分)？ 

                                                                                                           

                                                                                                           

                                                                                                           

(4)在你的生活中，有沒有類似經驗「一件事發生，卻有各種解讀與你認知

的事實不同？」（加分題 3 分，可自行決定是否爭取）                                                                                                           

                                                                                                           

                                                                                                           

                                                                                                              

 

聯合國：逃離烏克蘭難民破300萬 每秒一兒童淪難民 

（中央社日內瓦15日綜合外電報導）聯合國（UN）今天指出，

自從俄羅斯2月24日侵略烏克蘭以來，逃離烏國的難民人數已

經超過300萬，且其中約140萬人是兒童，占近半數，幾乎相

當於每秒就有一名兒童淪為難民。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發言人艾爾德也表示，「過去

20 天，烏克蘭平均每天有 7 萬多名兒童變成難民」，相當於

每分鐘有 55 人，「幾乎是每秒就有一人」。他同時強調，以

兒童難民增加的速度和規模來看，「這場危機是第二次世界大

戰以來從未見過的」。 

艾爾德並提醒：「如同所有因戰爭和衝突而遠離家園的兒童，

這些抵達鄰國的烏克蘭兒童正面臨與家人分離、暴力、性剝削

和人口販運的重大風險，亟需安全、穩定和兒童保護服務。」 

「巾幗不讓鬚眉」 烏克蘭出現女性返鄉從軍熱潮 

（台視新聞網3月16日）烏俄開戰引爆大規模難民潮，根據聯

合國最新統計，烏克蘭難民流散各國已經突破300萬人。但外

國媒體最近觀察到，烏克蘭出現「巾幗不讓鬚眉」女性返鄉從

軍的熱潮，不少烏克蘭婦女攜家帶眷逃離家園，把家人安頓好

之後，卻又回到烏克蘭，要加入打仗抗敵的行列。 

在波蘭東南部邊界的普熱梅希爾（Przemysl）車站等車，但這

群難民並不是要繼續轉往其他國家逃離戰火，而是要搭車重返

家鄉烏克蘭，志願從軍。根據《CNN》記者現場報導，表示等

候班車的旅客中，有一半是女性，且都要搭車返回烏克蘭。 

40 歲的塔提亞娜，三天前才帶女兒平安逃到波蘭，但把他們

都安頓好後，又立刻搭「回頭車」返回烏東的家鄉前線，要對

付入侵的俄軍。她說，「我們不分男女都把烏克蘭擺第一，要

展現烏克蘭人本色，發揮女性力量和意志與決心。 

自2月24日以來，牽動全球最重大的國際事件，就是俄國揮軍烏克蘭。上列文章是兩則對烏克蘭人民的的相關報導。如果你所

生活的台灣正面臨外國軍隊入侵我們的國土，（1）若你有機會選擇逃離台灣，請是否你願意身赴前線與敵軍對抗？為什麼？ 

請勾選 □逃離台灣→請繼續回答第(2)(3)題      □赴前線作戰→請繼續回答第(2)(4)題                                                                                       

(2)請詳加說明第9(1)題選擇的理由？答：                                                                           

                                                                                                             

(3)當你決定逃離台灣前，你最親愛的家人（或戀人）卻突然決定留下來保衛家園，請問你會說服他離開還是尊重他的決定？請

說明為什麼？                                                                                                 

 答：                                                                                                            

(4)當你決定赴前線時，但你最親愛的家人（或戀人）卻全部選擇逃離台灣，請問你的信念會動搖嗎？請說明為什麼？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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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閱讀下列資料並回答問題。（10 分） 

 

兩則資料中的主角被處決的共同理由為何？（3 分） 

                                                                                                            

兩則資料中主角的遭遇，反映出哪一時期的政治氛圍？（3 分）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為何如此反對臺灣人民接觸共產思想？（4分） 

                                                                                                             

                                                                                                              

資料一：總統的連任 

民國 49 年，蔣介石已連續擔任兩屆中華民國政權總統，依憲法規定無法

再連任。於是該年國民大會修訂〈          〉，使總統副總統任

期不受限制。右圖為民國 49 年《中央日報》的頭版，刊載蔣中正當選連任的

消息。 

 

資料二：三月學運／野百合運動 

民國 79 年 3 月，數千學生齊聚中正紀念堂，發表學運的四大訴求： 

一、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 

二、廢除〈          〉，重建新的憲法秩序。 

三、召開國是會議，全民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四、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 

 

1. 請問資料一、資料二中的空格應填入什麼法令或條款？（3 分） 

  

2. 這個法令或條款造成什麼影響？ （3 分，至少列出一項） 

  

3. 在資料二中學運爆發時，台灣的總統是誰？（3 分） 

  

4. (a)請問這位總統日後如何回應學生們的訴求？（2 分）(b)其後對台灣的政治造成什麼影響？（3 分，至少列出一項） 

(a)                                                                                                            

(b)                                                                                                            

  

《資料一》 

戰後，劉晉鈺出任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負責接收臺灣電力事業。之後擔任臺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有子女加入中國共

產黨，後來共產黨透過他的兒子和朋友寫信給他，因此劉晉鈺被冠上「通匪」罪名遭到逮捕、槍決。 

資料來源：【受難故事 17】劉晉鈺：台電總經理。白色恐怖受難者故事。 

《資料二》 

  民國 34 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鄒族領袖高一生擔任今阿里山鄉第一任鄉長。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高一生曾率領

鄒族青年支援當時落難逃至鄒族山區的反政府人士，後來因協助涉案者避難及倡導原住民自治，於民國 43 年被以匪諜、貪

汙、叛亂等罪名處決。 

資料來源：音樂家名錄：高一生。臺灣音樂群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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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C D A B B C B C A A C A B C B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C D D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手寫答案：開放性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