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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正濱國中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補行評量題庫_歷史科 

一、 單題 

1. 近二、三十年來，我國政府以經濟實力為後盾，積極爭取參與國際組

織與活動的機會。我國政府此舉的用意為何？ 

(Ａ)解決世界饑荒問題 (Ｂ)限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發展  

(Ｃ)增加我國糧食產量 (Ｄ)拓展我國外交關係 

2. 職棒球員陳鏞基球衣背後的「MAYAW CIRU」便是阿美族的傳統姓

名。原住民族正名運動何時有了具體成果？ 

(Ａ)民國 40 年代 (Ｂ)民國 50 年代  

(Ｃ)民國 60 年代 (Ｄ)民國 80 年代 

3. 民國 50 年代以後，有關臺灣經濟發展的特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採取「進口替代」策略 (Ｂ)發展輕工業  

(Ｃ)設立加工出口區       (Ｄ)以外銷為主 

4. 小明回憶起爺爺時，想到當年他從中國大陸探親回來，向鄰居談到：

「我和我的妻子已經分隔兩地近四十年的光陰，感謝政府的德政，開

放臺灣的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我國政府於何時開放民眾赴中國大

陸探親？ 

(Ａ)終止動員戡亂後 (Ｂ)首次政黨輪替後  

(Ｃ)政府宣布解嚴後 (Ｄ)首次民選總統後 

5. 國民政府遷臺以來，我國在外交上的處境日益艱難，尤其是下列哪一

事件的發生，使臺灣的國際地位更形孤立，政府因而改採彈性外交政

策？ 

(Ａ)退出聯合國 (Ｂ)八二三炮戰 (Ｃ)二二八事件 (Ｄ)解除戒嚴 

6. 戰後臺灣由農業社會加速轉型為工業社會，都市化現象成為主要的特

徵之一。下列對於都市化現象的描述，何者錯誤？ 

(Ａ)都市為人口移入區 (Ｂ)都市工作機會多  

(Ｃ)都市生活機能方便 (Ｄ)都市產業以農業為主 

7. 歷史老師將臺灣戰後重要外交事件的漫畫（如附圖）貼在黑板上，要

求同學們按時間順序加以排列。正確的順序應該是下列何者？ 

8. 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為鞏固臺灣內部安定，限制人民言論、集會與

結社自由等權利。直到解嚴後，開始有下列何種轉變？ 

(Ａ)貿易國際化 (Ｂ)金融自由化  

(Ｃ)政治民主化 (Ｄ)農村現代化 

9. 關於 1935 年臺灣首次地方議員的選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地方議員全數由民選產生，奠定臺灣地方自治的基礎 

(Ｂ)臺灣史上民眾第一次行使投票權，對民主概念有初步認識 

(Ｃ)成年男女不限財產資格，皆擁有投票權，為臺灣第一次普選 

(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功達成任務，產生臺灣第一個議會 

10. 日治初期，臺灣各地武裝抗日行動頻繁，直到某事件發生後，知識分

子改採非武裝的政治社會運動來爭取自身的權益。上述的「某事件」

為下列何者？ 

(Ａ)林爽文事件 (Ｂ)甲午戰爭 (Ｃ)中日戰爭 (Ｄ)西來庵事件 

11. 電影《流麻溝十五號》敘述了三位女性在綠島的生活遭遇與進行思想

再教育的過程。當時政府濫用國家公權力造成許多冤獄與無辜者受

難，導演希望藉由電影讓更多民眾可以正視臺灣曾經發生過的事件。

電影設定的時空背景約在下列哪一時期？ 

(Ａ)民國 40 年代 (Ｂ)民國 60 年代  

(Ｃ)民國 80 年代 (Ｄ)民國 90 年代 

12. 附表是民國 60 年代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我國友邦國家的數目統

計表。根據表中內容判斷，造成兩岸邦交國數目變化的主要原因為

何？ 

(Ａ)韓戰爆發 

(Ｂ)我國退出聯合國 

(Ｃ)國共內戰爆發 

(Ｄ)我國與美國斷交 

年分 
中華人民

共和國 
中華民國 

民國 59 年 49 66 

民國 60 年 65 55 

民國 61 年 87 39 
 

13. 國民政府遷臺後，下列哪一項政策替臺灣的民主政治奠定初步的基

礎？ 

(Ａ)總統直選                     (Ｂ)政黨輪替 

(Ｃ)開放地方首長及民意代表的選舉 (Ｄ)解除戒嚴 

14. 日本治臺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是現在哪一所大學的前身？ 

(Ａ)師範大學 (Ｂ)臺北大學 (Ｃ)東京帝國大學 (Ｄ)臺灣大學 

15. 日本治臺時期，藉由總督府的推動，臺灣人接受現代西方文化、科

技，以及新思想、新制度，而使臺灣社會與文化產生改變。下列有關

臺灣總督府促進臺灣現代化的措施，何者正確？ 

(Ａ)大力推廣防疫與衛生工作，使臺灣死亡率大幅降低 

(Ｂ)臺灣女性開始纏足，加上現代審美觀的建立，穿著更加多樣化 

(Ｃ)為發展臺灣農業，統一採用中國陰曆與二十四節氣 

(Ｄ)為增加總督府的收入，開放鴉片自由販售 

16. 核四廠的興建問題，一直爭議不斷，臺灣的第一座核能發電廠是在哪

一時期興建的？ 

(Ａ)六年國建時期 (Ｂ)十大建設時期 

(Ｃ)出口導向時期 (Ｄ)戰後初期 

17. 臺灣總督府在臺灣重點式地發展鋼鐵、化學、製紙、金屬等軍需工

業。1934 年為使臺灣西部有足夠的電力可以供應工業需要，耗資六

千多萬日圓，完成了日月潭發電所。總督府此舉主要目的為何？ 

(Ａ)推動「皇民化運動」，支援前線 

(Ｂ)推動「南進政策」，掠奪南洋資源 

(Ｃ)推動「十大建設」，提升國民所得 

(Ｄ)配合「工業臺灣，農業日本」政策 

18. 民國 36 年 3 月 6 日，臺灣省議員王添燈宣讀一篇文告提到：「親愛

的各省同胞，這次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汙吏，爭取本

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根據上述，王議員所提的是

何事件？ 

(Ａ)二二八事件 (Ｂ)郭懷一事件 (Ｃ)西來庵事件 (Ｄ)霧社事件 

19. 民國 103 年臺灣發生「太陽花學運」、香港發生「雨傘革命」，當時

常在新聞中出現的「一國兩制」，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用來針

對哪些地方的政治策略？ 

(Ａ)臺灣、香港、澳門   (Ｂ)臺灣、西藏、香港 

(Ｃ)臺灣、香港、新加坡 (Ｄ)新加坡、臺灣、南韓 

20. 臺灣總督府為了獲取臺灣山林資源，但又受限於原住民不服管教，所

以最後制定下列哪一項政策，試圖使原住民歸順臣服？ 

(Ａ)警察制度   (Ｂ)五年理蕃計畫  

(Ｃ)皇民化運動 (Ｄ)日臺合一政策 

21. 1919 年，臺灣有識之士受到民族自決思潮的鼓舞，民族意識逐漸覺

醒，透過各種方式展開政治社會運動，表達不願受外族統治、殖民或

併吞的信念。此時期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是針對哪一外族的殖民統

治？ 

(Ａ)荷蘭 (Ｂ)日本 (Ｃ)美國 (Ｄ)西班牙 

22. 「民國 47 年，海峽兩岸再度於金門發生軍事衝突。這次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再輕易派遣軍隊進攻金門，改而以炮擊攻擊金門。期間金門地

區遭到嚴密的炮彈攻擊，但我守軍仍然屹立不搖，給予還擊，最後遏

止了共軍侵犯臺灣的企圖。」這是下列哪一場戰爭的經過？ 

(Ａ)八二三炮戰 (Ｂ)古寧頭戰役 (Ｃ)韓戰 (Ｄ)中日戰爭 

23. 民國 50 年代，政府為鼓勵國內外的商人在臺灣投資，採取下列哪一

措施，以利拓展外銷？ 

(Ａ)丘陵地廣植茶園 (Ｂ)致力於資訊產業 

(Ｃ)設置加工出口區 (Ｄ)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4. 從民國 37 年開始，一直到民國 64 年為止，蔣中正一共做了 5 任的總

統。蔣中正可以連選連任這麼多次，其法源基礎為何？ 

(Ａ)《中華民國憲法》       (Ｂ)《戒嚴令》  

(Ｃ)《地方自治條例》      (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25. 某篇論文提到，這項國際反共條約，「簽訂於民國 43 年，主體條約

共十條。該條約將承認條約國雙方對於臺灣、澎湖島及美國管理下的

西太平洋諸島安全保障是利害一致的，以求防止侵略，維護和平。」

此項條約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馬關條約》         (Ｂ)《臺灣關係法》 

(Ｃ)《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26. 附表為兩個雜誌社的成員，他們在某時期曾遭法院判刑入獄。隨著時

局更迭，2019 年政府撤銷原本的有罪判決，讓他們獲得平反。表中

人員當時被判刑，最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雜誌社 成員 

自由中國 雷震等人 

美麗島 黃信介等人 

(Ａ)受威爾遜的影響，主張民族自決 

(Ｂ)反對皇民化時期推動的統治措施 

(Ｃ)聲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動遊行 

(Ｄ)挑戰戒嚴時期對人民權利的限制 

 

 

 

(Ａ)甲乙丙丁  

(Ｂ)甲丁丙乙  

(Ｃ)乙丁丙甲  

(Ｄ)丁乙甲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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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老一輩的臺灣人常懷念日治時期臺灣的治安良好，甚至到了「夜不閉

戶，路不拾遺」的地步，這與當時保甲制度的實施有很大的關係。下

列有關「保甲制度」的敘述，何人所言正確？ 

(Ａ)  (Ｂ)  

(Ｃ)  (Ｄ)  

28. 資料一：「戰後臺灣真吃虧，餓死同胞一大堆，物價一日一日貴，阿

山（大陸人）一日一日肥。」資料二：「在那一個時代，校園裡沒有

人敢公開批評時政，只有私下竊語，但這有些危險，因為有人會向學

校行政當局或是黨部檢舉。」其上述資料的解讀，下列何者錯誤？ 

(Ａ)資料一是臺灣戰後初期 (Ｂ)資料一比資料二時間早 

(Ｃ)資料二是解嚴時期     (Ｄ)資料二約是在民國 40、50 年代。 

29. 下文所述社會動盪不安的年代，主要是指下列何者？ 

    臺灣有一位熟知各類蚊子及其傳播疾病的專家，人稱「蚊子博

士」。他 15 歲時便開始參與登革熱疫情的訪查，雖然因此染病，卻

不減他對蚊蟲研究的熱情。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初期，因政經情勢的變

化，加上語言隔閡、文化差異，使得社會動盪不安，他只好暫停學業

與研究工作。幾年後，他才又繼續投入瘧疾的防治工作，並協助臺灣

成為世界第一個根除瘧疾的國家。 

(Ａ)民國 70 年代 (Ｂ)民國 60 年代  

(Ｃ)民國 30 年代 (Ｄ)民國 50 年代 

30. 承緯準備臺灣史考試時，將某位總統的事蹟整理成附圖。圖中「甲」

應填入下列哪一位人物？ 

(Ａ)蔣經國  

(Ｂ)李登輝  

(Ｃ)馬英九  

(Ｄ)陳水扁 

 
 

二、 題組 

    民國 39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對東亞各國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來

防堵共產勢力的擴張；當時因國共內戰失敗而遷臺的中華民國政府，成

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反共盟國，「美援」和「反共」成了此一時期的時

代印記。 

    韓戰爆發後，美國總統立刻發表「臺灣海峽中立化」的聲明，派遣

海軍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趁隙對臺攻擊，同時

也禁止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第七艦隊直到民國 60 年代初期才調離

臺灣。 

    美援除了協助供應糧食之外，亦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提出需求，依需

求分配經費，用以購買、配置相應器材資源。請問： 

31. 美國在民國 40、50 年代曾提供臺灣許多軍事、經濟援助。這是因為

哪一場戰爭爆發所致？  

(Ａ)韓戰 (Ｂ)越戰 (Ｃ)古寧頭戰役 (Ｄ)八二三炮戰 

32. 獲得美援的項目中，電力為獲得投資比例最高者，其次為工礦、交通

運輸，這是基於何種因素？ 

(Ａ)農業發展並不重要   (Ｂ)美國指定發展工業化產業  

(Ｃ)發展基礎建設的需求 (Ｄ)高科技產業成長 

33. 民國 40 年代，臺灣進入美援時代，美國給予臺灣許多民生物資、幫

助臺灣建立許多基礎建設，十五年的美援，臺灣大約一年獲得一億美

元的貸款。美國給予臺灣援助的目的為何？ 

(Ａ)收買臺灣成為殖民地 (Ｂ)防止共產勢力的擴張 

(Ｃ)誘使毛澤東退出韓戰 (Ｄ)協助中華民國反攻大陸 

 

章魚哥翻閱兩岸外交關係發展史，當中有二段資料。請問： 

資料一：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他的政府之代表為中國在聯合

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

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資料二： 

不再堅持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強調兩岸是分裂分治

的對等政治實體。 

34. 資料一對我國造成的直接影響為何？ 

(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發動武力進犯 (Ｂ)我國退出聯合國  

(Ｃ)我國開始推展務實外交             (Ｄ)美國與我國斷交 

 

35. 資料二對臺灣造成的直接影響為何？ 

(Ａ)政府決定即刻反攻大陸  

(Ｂ)美國協助我國給予援助  

(Ｃ)美國與我國定共同防禦條約  

(Ｄ)此時期正值我國推展務實外交時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01 D 11 A 21 B 31 A 

02 D 12 B 22 A 32 C 

03 A 13 C 23 C 33 B 

04 C 14 D 24 D 34 B 

05 A 15 A 25 C 35 D 

06 D 16 B 26 D   

07 B 17 B 27 C   

08 C 18 A 28 C   

09 B 19 A 29 C   

10 D 20 B 30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