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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每題2分) 

1. 1719 年（康熙 58 年）施世榜完成水圳後，為了灌溉

這一帶土地，乃在水圳設「二分圳」引水灌溉，後來

此地慢慢形成聚落，「二水」（今彰化縣二水鄉）的地

名因此而成。請問:此水圳為何?  (Ａ)瑠公圳 (Ｂ)貓

霧捒圳 (Ｃ)八堡圳 (Ｄ)曹公圳。 

2. 上歷史課時，同學們討論臺灣開港通商後所造成的社

會風貌。甲生說：「臺灣開港後，基督教第一次傳入

台灣，為台灣帶來新風貌。」乙生說：「在臺灣見到

外國人在大稻埕經營鴉片及紡織品進口貿易。」丙生

說：「外國商人紛紛來臺設立洋行，從事貿易。」丁

生說：「傳教士來臺後，除了建造教堂、傳播福音

外，也成立西式學校，對臺灣的教育有正面貢獻。」

請問：上述哪位同學的說法錯誤？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3. 附圖為清領時期臺灣舉人、進士人數統計表，從圖中

人數的改變可知臺灣文風的轉變。請問：造成這種改

變的主要原因包括下列何者？ 

 
 

(Ａ)臺灣已無械鬥與民變，社會安定 (Ｂ)基督教長

老教會傳教士來臺成立新式教育的影響 (Ｃ)經濟狀

況逐漸好轉，人民受教育的機會增多 (Ｄ)馬偕在此

設立牛津學堂，文教風氣盛行，人文薈萃。  

4. 附表為 1898 年（光緒 24 年）的部分城市人口統計

表，由表中可知大稻埕的人數已超越曾是北臺灣最大

商業中心的艋舺。請問：造成大稻埕興起的主要原因

為何？ 

城市 臺南 大稻埕 艋舺 

人口 47,583 人 31,533 人 23,767 人 

(Ａ)稻米與樟腦的出口港 (Ｂ)馬雅各在此設立新樓

醫院，醫療衛生進步帶動人口聚集 (Ｃ)劉銘傳以大

稻埕為中心建鐵路，帶動人口聚集 (Ｄ)茶葉的集散

中心。 

5. 王小新與王大雄老家在彰化，大年初一他們除了由祖

產撥出一部分經費祭拜王氏祖先外，也會前往清水祖

師廟上香。請問:有關王小新與王大雄的敘述何者正

確?  (Ａ)王小新與王大雄是未必有血緣關係的同姓者 

(Ｂ)他們的第一代祖先應該來自漳州  (Ｃ)所祭祀的

對象為開臺祖 (Ｄ)開漳聖王為他們原鄉重要信仰。   

6. 平埔族面對外來政權，選擇歸順或是對抗都是困難課

題。歸順者被除了向政府繳納稅收之外，還受勞力的

壓榨與不當差遣；此外，面對生存空間受到壓迫等等

因素也會引發原住民反抗。(甲)大甲西社事件 (乙)郭

懷一事件 (丙)牡丹社事件 (丁)朱一貴事件，請問:上

述事件中何者為原住民對抗官府事件？  (A)甲 (B)乙 

(C)丙 (D)丁。 

7. 小怡看到一張臺灣在清帝國時期的重要出口商品統計

表，如附圖所示，由圖中可知當時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為

甲、乙、丙商品，請問:這三樣商品按照順序來看應該

是下列何者？(A)稻米、蔗糖、茶葉  (B)茶葉、蔗糖、

稻米    (C)茶葉、蔗糖、樟腦 (D)茶葉、樟腦、蔗糖 

 
8. 承上題:甲、乙、丙三樣商品中何者是從荷治時期以來

皆為臺灣重要的出口商品?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以上皆是。 

9. 清領時期，有大量的漢人來臺進行開墾工作；臺灣現

今有很多地區的命名即是來自合資拓墾而來。請問:下

列哪一個地名是與合資開墾有關的？ (A)二水 (B)土

城 (C)公館 (D)七股。 

10. 清代，由於漢人移民時常違例越過番界開墾，即使官

方屢次重定番界，希望區隔漢人與原住民，以避免治

安問題或漢番衝突的事件發生，但是成效有限。下列

哪一地區的開墾正足以說明此一情形？ (A)臺北盆地 

(B)嘉南平原 (C)埔里盆地  (D)宜蘭平原。 

11. 小慈與媽媽利用暑假到鹿港旅遊，看到鹿港有一處隘

門，媽媽告訴小慈以前的鹿港共有五十七座隘門，但

現今僅存一座。隘門白天開啟，夜晚關閉，只留下一

小孔用以監視出入者，兼具境界與防禦的雙重功用。

請問隘門的設置可以反映出清代臺灣的哪一種現象？

(A)移民渡臺的艱辛 (B)分類械鬥頻繁 (C)商業繁榮的

現象 (D)移民男女比例懸殊。 

12. 附表是某段時期臺灣進出口值統計表。請問:表中哪一

期間開始，反映出臺灣對外貿易由入超轉變為出超？

(A)1868～1869  (B)1870～1874  (C)1875～1879    

(D)1890～1894 

 

 

 

 

 

 

 

 

 

 期間 
出口 進口 

年平均值 年平均值 

1868～1869 93.0 124.5 

1870～1874 172.0 174.4 

1875～1879 282.3 272.0 

1880～1884 427.3 318.8 

1885～1889 435.7 361.8 

1890～1894 570.7 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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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某位漁民指出：「澎湖海水是深藍的，唯獨黑水溝的

海水是黑色。澎湖漁民都知道，黑水溝就在澎湖東吉

嶼附近，那裡的海水水流很急，漩渦很多，聽老一輩

的人提起過，從前很多唐山人坐船到臺灣，因為不熟

悉澎湖水域，慘死在黑水溝之中。」請問:上文所述的

情形可從下列哪一句諺語印證？ (Ａ)輸人不輸陣，輸

陣歹看面 (Ｂ)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Ｃ)一個某，卡

贏三個天公祖 (Ｄ)六死三留一回頭。 

14. 新聞報導『濕濕冷冷的天氣還沒結束，今天短暫回

溫，明天冷氣團又要報到，中部以北也會再有一波比

較大的雨勢。氣象局統計，今年以來大台北地區已經

下雨下了 46 天，截至 2/21 為止，52 天當中有 46 天下

雨，降雨天數刷新 24 年來 1、2 月份的紀錄』。請問

此波連續性的降水主要可歸咎於下列何項因素？  

(A)颱風  (B)西南季風  (C)東北季風  (D)滯留鋒。 

15. 附圖為台灣年降水量、人均可用水量與世界各地的比

較，請問根據此圖下列何者推論最為合理﹖ 

 

(A)台灣年降水量充足，水資源不虞匱乏  (B)台灣年

降水量世界第一  (C)台灣人均可用水量低於世界平均

值，有缺水之虞  (D)非洲年降水量最低，水資源最

為不足。 

16. 台灣的緯度位置如果變化成如附圖所示，請問下列哪

一項氣候的變化是錯誤的？ (A)冬夏季節會對調    

(B)年均溫會下降 (C)年溫差會變小 (D)墾丁冬季會比

台北冷。 

 

17. 上地理課時老師要求同學比較附圖中各地 9 月的氣溫

高低，結論是 C＞B＞A＞D，請問此項推論是在不考

慮何項因素的影響下才成立的？  (A)緯度 (B)高度 

(C)季節 (D)日照角度。 

 
 

18. 氣壓是地表單位面積所承受的空氣重量，不僅受高度

也受溫度的影響，請問下列哪一選項與氣壓變化最無

關係？ (A)袋裝餅乾帶到高山上，包裝袋膨脹鼓起 

(B)冬季時宜蘭降雨機率遠大於高雄 (C)颱風過境時各

地風勢增強  (D)人在高海拔地區覺得呼吸急促、心

跳加快。 

 

19. 下列氣壓與風向示意圖何者正確？   

(A)  

 

(B)  

 

(C)  

 

 (D) 。 

20. 降水依氣流上升的原因可分成 3 種型態，請問下列哪

一種降水屬於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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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6 月春夏之交，全台各地長時間、連續性的降水 

(B)台灣山區年降水量高於平地  (C)宜蘭、基隆等地

冬季容易持續地降水 (D)夏季午後突如其來的一陣暴

雨。 

21. 地理老師在繪製氣候圖時故意闕漏甲乙丙三項，請同

學幫忙填入正確的氣候指標？ 

 

  
 

22. 台北市工務局於 9 月初試辦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鋪面

(PAC)，其高孔隙率的特性，雨天時能增加地面滲透

雨水效率，可望幫助改善淹水情況。請問新的凝土鋪

面(PAC)是希望藉由增加水循環中的哪一階段，以降

低淹水發生的可能性 ﹖(A)甲 (B)乙 (C)丙 (D)丁。 

     
  

23. 台灣年雨量的空間分布最符合下列哪張圖﹖(顏色越

深代表年雨量越多)  

(A)     (B)        

(C)    (D)   

24. 氣象局發布今日鋒面通過，北部明顯轉濕冷，到了週

六強烈大陸氣團來襲，北部將下探 10°以下低溫。請

問此時台灣地面天氣圖應該是下列何者？

 

25.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現今社會中的師生關係應

站在平等關係上良性互動 (B)老師只能傳授課本知

識，對於學習成長沒有其他幫助 (C)現今傳播媒體已

經可以取代老師的所有工作 (D)所謂師生的平等就是

師生之間可以沒大沒小不尊重 

26. 下列關於霸凌的敘述，何者正確？  (A)言語上的謾

罵也會構成霸凌行為 (B)只會發生在師生之間     

(C)屬於偶發事件 (D)是開玩笑的行為，不會觸犯法律 

27. 木可國中正在舉辦學生自治會會長選舉活動，一年 10

班正開會討論需要改善的建議事項。下列哪位同學的

建議最適合由學生自治決定？  (A)增加每週體育和

家政課的節數 (B)舉辦學生騎機車環島旅行的活動 

(C)為同學們聘請宅男女神當任課老師 (D)爭取校慶海

報由學生設計後票選決定 

28. 班會在討論事項時，大多進行投票表決。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對於表決結果不服時，可要求重新表

決(B)沒投票或投廢票的人，也必須遵守表決結果(C)

尊重多數，服從少數(D)導師在班會時是不能講話的 

29. 討論班遊地點時，若有三個選項，表決結果為其中兩

項相同票數，請問主席應如何處理？  (A)應用抽籤

的方式決定(B)應由主席參與表決後依多數決決定(C)

將相同票數的兩個選項再次進行表決(D)票數相同

時，由導師決定結果 

30. 學生自治在推廣自治活動前也有一些條件需要達成，

關於學生自治的實施步驟，下列順序何者正確？  

甲 乙 丙

( A ) 年降水量 年均溫 年溫差

( B ) 年降水量 年溫差 年均溫

( C ) 年降水量 月均溫 年溫差

( D ) 平均氣壓 年均溫 年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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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推展各項自治活動→制定自治規範→成立自治組

織 (B)組織班會→制定班級公約→討論班級事務    

(C)成立學生社團→舉辦社團活動→制定社團組織章程

(D)制定自治規範→成立自治組織→推展各項自治活

動 

31. 下列哪些事件在開班會中發生，可提出「秩序問

題」？甲、校狗小黑闖入教室造成混亂；乙、同學三

兩成群聊天、玩手機；丙、討論跨年活動表演節目，

有人提議班遊地點；丁、教室突然停電，伸手不見五

指；戊、主席採「先提名後表決」方式進行表決  

(A)丙戊 (B)甲丁戊 (C)乙丁 (D)甲乙丙 

32. 下列有關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以及兒童四大權利的相

關敘述，何者正確？  (A)兒童權利公約所指的兒童

是未滿 12 歲者 (B)兒童享有基本的生存權，包括學

校設置保健室提供校園醫療服務 (C)學校宣導反霸

凌、性騷擾等相關觀念，維護兒少的發展權，讓兒少

能接受基本教育 (D)成立社團及班會活動可讓兒童表

達意見，不受到任何形式的剝削或疏忽照顧 

33. □□是原住民族文化與認同的根源、生產與分配的單

位，也是自治的基礎。請問：□□指的是下列何者？ 

(A)族會 (B)祖靈 (C)部落 (D)族群 

34. 新聞媒體報導：有原住民因使用槍枝狩獵保育類動物

而遭到判刑。雖然法律是具有強制力的規範，但若與

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發生衝突時，兩者間的矛盾應

如何解決？  (A)法律不能剝奪人權，應允許原住民

族無限制進行狩獵 (B)原住民族應與政府協調溝通，

尋求法律與傳統之間的平衡 (C)原住民族應發動抗爭

廢除法律，爭取特權以維護傳統狩獵文化 (D)法律之

前人人平等，政府不應允許原住民族持有任何槍枝 

35. 據新聞報導：「台灣平埔族推動正名運動多年卻遲遲

無法正名。西拉雅族各部落組織代表在廣場前抗議，

要求政府兌現承諾，及早完成台灣族群及歷史的公平

正義。」上述原住民是以何種方式解決問題？    

(A)製造族群對立凸顯正名訴求 (B)發起革命推翻政府

的施政(C)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表達訴求 (D)利用媒體

傳達對自己有利的言論 

36. 瓦歷斯先生任職於原住民族委員會，下列對於他所負

責業務的說明何者正確？  (A)由政府派遣原住民部

落領袖，便於政府管理 (B)召開部落會議，提倡部落

經濟發展 (C)振興部落傳統文化，凝聚族人的向心力 

(D)建議停辦豐年祭典，促進部落現代化 

37. 排灣族萬安部落設置專門廚房，招募志工幫部落老人

準備便當，改善長者的飲食品質，讓大家感受滿滿的

愛與關懷，應與「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的哪一項

目標相同？  (A)落實部落會議組織，奠定原住民族

自治基礎 (B)營造民族生活環境，建構部落安全場域 

(C)回復共工共耕文化，減少貨幣依賴 (D)強化生活照

顧功能，推動健康部落生活 

38. 人文期刊登載一篇論述，如下所示。依照內容判

斷，作者認為若要解決原住民族語的危機，首要之務應

為下列何者？  

★原住民族語面臨的困境：原住民族語正在慢慢消失。

造成這個現象的環境因素，應與社會變遷有關。原住民

族離開部落謀生，日常生活自然深受周遭主流文化的影

響。但身為原住民族，必須清楚了解自身角色對母語傳

承的重要性，才能當仁不讓擔負起延續傳統文化的重大

使命 

(A)提升教育水準 (B)認同自身文化 (C)爭取法律保障(D)

融入漢人社會 

C ）  

（ A 二、題組(每題 2 分) 

※【題組一】 

一篇以論述清代經濟發展的文章寫到：「此地製茶工坊林

立，茶葉產期時，茶行必須僱用許多女工，多則五、六

十人，少則二、三十人，甚至有漳、泉婦女來此短期工

作，每日工資四、五錢不等。」上文主要是在敘述茶葉

在臺灣發展的情形，請回答下列問題： 

39. 下列何者不是茶葉盛產之後，對臺灣造成的影響？ 

(Ａ)帶動臺灣中、北部城鎮的興起 (Ｂ)貿易對象不再

局限於中國一地 (Ｃ)經濟、政治重心逐漸轉移到北

部 (Ｄ)茶葉出口貿易發展由「郊」主導 

40. 製茶工坊最有可能會皆設置於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題組二】 

茶、糖、樟腦的增產與出口，為臺灣賺取大量外匯。然而

，社會基層勞工的生活卻無改善： 

資料一:19世紀後期，一位美國記者描述大稻埕的景象：「

衣衫襤褸、雙腳赤裸的茶販，年復一年挑著茶葉來大稻埕

販賣，但是他們得到的銀子，一轉眼就不知去向了。」 

資料二: 1880年，英國領事館在報告中如此描述：「臺灣  

□□的消費量，平均還超過大陸。」據統計，從開港起，

臺灣每年的進口品總值中，占的比例平均高達 90%以上。

」 

資料三:1893年，胡適的父親胡鐵花到臺東就職，他發現部

隊中絕大多數的士兵，都將薪水花在□□上，使其瘦弱憔

悴，軍隊整頓困難 

41. 依據你的歷史知識，上文□□應是下列何者？(A)鴉片

(B)紡織品 (C)茶葉 (D)蔗糖 

42. 上文的敘述內容，最有可能會發生在哪一段時間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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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1601～1662年 (Ｂ)1662～1683年 (Ｃ)1683～

1858年   (Ｄ)1858～1895年。 

 

※【題組三】 

臺灣水庫淤積嚴重，目前平均淤積量約為 30％，霧社

水庫更是高達 60﹪，嚴重影響蓄水及供水能力。

 

43. 請問台灣水庫淤積情形如此嚴重，與下列何者最不相

關？  (A)降水強度大  (B)河川坡陡流急  (C)板塊交

接處地質脆弱  (D)水庫集水區興建過多的攔砂壩。 

44. 位在日月潭著名的九蛙疊像，是中部水情的指標，當

9 蛙中跑出了 7 蛙，代表日月潭的蓄水量跌破 90%，

請問何時最可能看見完整 9 蛙露出水面？        

(A)3-4 月  (B)5-6 月  (C)7-8 月  (D)9-10 月。 

45. 下列哪一項作為最有助於解決水庫淤積，延長水庫壽

命？  (A)河口濕地加強環境保育  (B)水庫集水區加

強水土保持  (C)禁止沿海居民超抽地下水  (D)改善

市區下水道汙水處理系統。 

 

※【題組四】 

附圖為某河川水系分布圖，根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46. 甲乙丙丁四點何地水流量最大 ﹖                                     

(A)甲 (B)乙 (C)丙  (D)丁。 

47. 若打算於★處興建水庫，何處最需加強水土保持與水

質管理 ﹖ (A)甲 (B)乙 (C)丙 (D)丁。 

48. 圖中灰色區塊代表的是甚麼水文概念 ﹖           

(A)水系 (B)流域 (C)集水區 (D)分水嶺。 

 

 

 

 

※【題組五】 

泰雅族司馬庫斯部落位於新竹縣尖石鄉，自 1993 年對外

公布「巨木群」，吸引遊客陸續到來，旅遊與觀光慢慢成為

部落族人收入的重要來源。然而，司馬庫斯部落的觀光商

機，卻成為財團、黑道覬覦的目標，部落內部也因利益分

配問題而衝突不斷。因此，司馬庫斯部落不斷討論部落的

未來，最終在 2004 年確定「土地部落共有共管」的方向

，由部落族人共同規畫土地的使用，集體決定部落發展方

向，並建立一套完善的福利制度，實現部落自治。 

49. 司馬庫斯部落的「土地部落共有共管」方向，解決了部

落面臨的何種挑戰？ (A)傳統文化的斷層 (B)部落經

濟的停滯 (C)傳統領域的保護 (D)文化與法律的衝突。 

50. 司馬庫斯部落 75%居民參與此計畫，共同經營部落特

色，並使泰雅族文化、產業、經濟能夠再興，以上稱為

什麼？ (A)原住民族委員會 (B)社區營造 (C)部落營

造 (D)原住民族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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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C A C D C 

6 7 8 9 10 

A C B D D 

11 12 13 14 15 

B C D C C 

16 17 18 19 20 

C B B C A 

21 22 23 24 25 

A D D D A 

26 27 28 29 30 

A D B B B 

31 32 33 34 35 

A B C B C 

36 37 38 39 40 

C D B D A 

41 42 43 44 45 

A D D A B 

46 47 48 49 50 

D A C C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