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模擬試題(二) 

 

 

 

社會考科－歷史 

 
 

 
－作答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40 分鐘 

題型題數： 

˙單選題共 20 題 

˙混合題組共 2 大題 

作答方式： 

˙請將答案填入題本所附之答案欄中。 

注意事項： 

˙單選題：每題有n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

當的選項。各題答對者，得該題的分數；答錯、未做答

或劃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本試題為模擬學科能力測驗之形式設計，正式測驗時，

作答方式仍以大考中心規定為準。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教師用 



第 1 頁 111年學測模擬試題(二) 

共 11 頁 社會考科-歷史  

- 1 - 

第 壹 部 分 、 單 選 題 （ 占 8 0分 ）  

說明：第1題至第20題為單選題，每題4分。每題有4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

或最適當的選項，請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答對者，得4

分；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B 1. 「儘管在表面上美國並未失敗，但此歷史事件扭轉了冷戰的局勢，美國從強勢的一方

變為弱勢，甚至加劇了美國國內的種族問題、民權問題，使國家處於極度的分裂狀

態中。事件過後，蘇聯態度更加咄咄逼人，美國因此更積極地修復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關係。」請問上述所指的歷史事件為何？ 

(A)韓戰    (B)越戰    (C)古巴飛彈危機    (D)以阿戰爭 

【解析】美國自 1961 年起介入越戰，直到 1973 年時，美國因嚴重的人員傷亡、龐

大的戰爭支出，國內爆發大規模的反戰示威運動，使美國被迫退出越戰，也讓越南

及其周邊的寮國、柬埔寨赤化，打破了美國在東亞的圍堵共產主義計畫。受到如此

重挫，美國改變在東亞的外交政策，積極修復與中共的關係。 

 

D 2. 在臺灣一個展覽會的會場裡，設有南邦館（以華南與南洋各地為主）、福建省特產物

介紹所、菲律賓館、暹羅館、馬產館與演藝館。另外也有基隆水族館、板橋鄉土館、

臺中山岳館與高雄觀光館等可以突顯地方特色的場館。請問這個展覽會在何時舉

辦？  

(A)康熙年間    (B)光緒年間    (C)明治年間    (D)昭和年間 

【解析】此為臺灣總督府在 1935 年 10 月舉行的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另

由「南邦館（以華南與南洋各地為主）、福建省特產物介紹所、菲律賓館、暹羅館、

馬產館與演藝館」可知，臺灣已成為日本前進東南亞的跳板。 

 

B 3. 米開朗基羅在羅馬一間教堂中所雕刻的「摩西像」，被認為是其傑作之一。然而米開

朗基羅的摩西，其頭上卻長了一雙角，這其實是當時的圖像傳統：摩西頭上長著角。

這個傳統源於耶柔米在西元四世紀末所翻譯的拉丁文「武加大譯本」中的錯譯。《聖

經》中描述摩西從西奈山下來時，臉上發出榮光，而「發出榮光」的希伯來文「qeren」

也有「長角」的意思，因此耶柔米在從希伯來文翻譯成拉丁文時，便譯為摩西臉上

長了角。請問根據以上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A)耶柔米的拉丁文文筆不好，時人讀不懂，因此誤讀 

(B)當時的羅馬教會使用拉丁文，因此讀的是耶柔米的譯本 

(C)摩西頭上長角是《聖經》中記載的神蹟，為時人所嘖嘖稱奇 

(D)米開朗基羅結合了希臘神話，雕刻出與傳統認知不同的長角摩西 

【解析】(B)羅馬教會使用拉丁文，讀耶柔米的拉丁文譯本，因此隨著耶柔米的誤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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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摩西頭上長角的圖像，故選之。(A)與題幹無關；(C)長角是耶柔米誤譯；(D)長

角是羅馬教會的圖像傳統，與希臘神話無關。 

 

A 4. 錢穆於《秦漢史》中稱：「蓋晚漢學風，一言禮制，淵源魯學，重恤民生。一言災異，

本自齊學，好測天意。」因此王莽以魯學之遺風，以齊學為助瀾，加上外戚之權，

最後取得皇位。請問其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A)儒學與陰陽五行，同為漢之主流思想 

(B)王莽成功統合百家思想，據以稱帝 

(C)王莽以宗室諸侯身分，結合魯國、齊國取代漢朝 

(D)漢代的政治中心位於齊、魯一帶，也就是今天的山東 

【解析】「禮制」指的是儒家學說（其淵源於魯國），「災異」指的則是陰陽五行

學說（淵源於齊國），此兩者為漢代的學術思想主流。(B)僅有魯學與齊學，非統合

百家思想；(C)結合魯學（儒學）、齊學（陰陽五行學說）；(D)魯學、齊學乃指學說，

不是政治中心在齊魯地區的意思。 

 

A 5. 某個帝國在統治上的問題是：一、欠缺適用於各民族的普遍法，使其宗教無法同化被

征服的民族；二、境內民族太過複雜，如埃及人、阿拉伯人、希臘人、猶太人，增

加統治上的困難度；三、繼承制度不健全，以致宮廷內爭多，皇帝要依賴軍隊才能

取得政權。這個帝國是： 

(A)鄂圖曼土耳其 

(B)神聖羅馬帝國 

(C)羅馬帝國 

(D)亞歷山大帝國 

【解析】(B)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無阿拉伯人；(C)羅馬帝國有「萬民法」；(D)亞歷山

大帝國統治時未有明顯而統一的宗教取向，對征服的人民採行宗教寬容、尊重當地

文化的政策，沒有企圖以宗教同化其他民族。 

 

A 6. 臺灣開港後，許多外國人來臺經商貿易，連帶引發了不少糾紛。例如 1867 年的「羅

妹號事件」與 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都是與外國人相關的臺灣涉外衝突事件。

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兩起事件皆使列強質疑清廷能否有效控制臺灣 

(B)前者為海盜襲擊商船事件，後者則因漁民被原住民殺害所引起 

(C)羅妹號事件最終由清廷出面與美國簽訂和約而解決 

(D)牡丹社事件後，清廷聽從沈葆楨的建議在臺灣建省 

【解析】(A)「羅妹號事件」由廈門領事李仙得、英商必麒麟與原住民私下解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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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出面出面調解。「牡丹社事件」則起因琉球漁民遭原住民殺害，卻遭清廷回應

「生番原為化外，未便窮治」，兩者事件皆反映清廷無法有效控制臺灣，故為正解；

(B)「羅妹號事件」是美國商人遭原住民殺害的事件；(C)「羅妹號事件」由美國領事

與原住民私下約定解決；(D)臺灣到清法戰爭結束後才建省。 

 

7〜8 題為題組 

D 7. 戈登是旅居上海租界的美國記者，他在 1927 年四月某日的日記寫下：「今早報紙刊

登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消息，隨即前往上海華界（中國統治區）取材。但當地仍充

斥著隨意搭蓋的草屋，商店被勒令停業，娼妓、鴉片交易公然在街道進行，還目睹

了一場搶案，看來新政府尚未帶來新氣象。夜返租界，電影院、跑馬場仍一樣熱鬧，

我還在舞廳與身材曼妙的中國女郎共舞呢！但為什麼租界與華界的落差會這麼大

呢？」請問該如何解答戈登在日記最後一句的疑問？ 

(A)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重創華界經濟運作與治安 

(B)共產黨被國民黨追剿，主要勢力轉移至長江下游 

(C)袁世凱與諸軍閥交戰，華界受戰亂影響民生凋敝 

(D)列強藉條約取得利權，得以有效管理與建設租界 

【解析】(A)一二八事變發生於 1932 年，時間點不符；(B)中共受到國民黨追剿之後，

其主要勢力轉往陝西；(C)袁世凱執政期間為 1912 年至 1916 年，時間點不符；(D)

英、美、法等列強藉數個條約，取得上海租界的行政、立法、司法權，得以妥善管

理與建設租界。故正解為(D)。 

 

D 8. 若將戈登的日記視為上海研究材料，則下列哪一選項的解釋較為恰當？ 

(A)華界街頭充斥草房，反映華界並無發展，仍如清初只是個小漁港 

(B)能與中國女子共舞，反映女性在二戰期間已不顧社會道德的制約 

(C)鴉片能夠公開交易，反映當時社會並不將其視為必須根絕的問題 

(D)商店可在夜間營運，反映租界電力建設充足，夜晚就如同不夜城 

【解析】(A)華界充斥草房的原因，是大量農村青年赴上海工作，但無力負擔高額房

租，只好在街道違法搭蓋簡陋屋舍，其實是反映上海的經濟繁榮，而非毫無進展；(B)

此時二戰尚未爆發；(C)清廷自清末以來，即視鴉片為必須根除的社會問題；(D)娛樂

場所能在夜間營運，即反映上海租界的電力建設充足，故正解為(D)。 

 

B 9. 資料一：康熙辛丑朱一貴為亂，始事謀自南路粵莊中。繼我師破安平，甫渡府治，南

路粵莊則率眾先迎，稱為義民。粵莊在臺，能為功首，亦為罪魁。今始事謀

亂者既已伏誅，則義民中或可分別錄用，以褒向義。 

資料二：從乾隆四十七年的這場械鬥來看，起因是賭博發生爭執，三塊厝莊漳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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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璇打死番仔溝莊泉州人廖老，經過報官之後，黃璇居然沒有被逮捕，番仔

溝莊人心有不甘，前往三塊厝黃家毆打搶劫。數天後，三塊厝糾集彰化地區

其他漳洲莊，而番仔溝也糾集其他泉州莊，演變成整個彰化地區的大型漳泉

械鬥。有人認為，該械鬥造成彰化地區的漳、泉移民的族群緊張關係更加嚴

重，也影響了林爽文事件中，泉州移民不願意支持漳洲籍的林爽文，反而幫

助清軍。 

從以上兩則資料，以下解釋何者正確？ 

(A)在朱一貴事件中，所有粵民皆反對朱一貴，幫助政府平亂，因此清政府嘉勵其為

義民 

(B)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可以為政府利用來平定民變，而民變也是各族群攫獲自身利

益的機會 

(C)漳、泉移民彼此械鬥仇視，不可能一起賭博作樂，因此資料二有誤 

(D)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皆為民變，並不會受到移民祖籍分類械鬥的影響 

【解析】資料一中可以看到部分粵民因為「向義」而獲得社會地位，資料二中可以

看出，由於漳泉之間的矛盾，泉州人幫助清軍，故選(B)。(A)從資料一可以看到，朱

一貴起事於粵莊中，並且有粵民被認為是謀亂者而伏誅；(C)漳、泉移民並不是一直

都互相仇視，彼此平時也會有所交通；(D)民變與械鬥都是清代臺灣重要的地方衝突，

會互相影響。 

 

C 10.附圖是在今新疆發現的一封書信，是一

位摩尼教領袖在新年時寫給僧侶的祝

賀信，以粟特文寫成，書寫時間大約在

九到十三世紀之間。粟特人原居於中

亞，後來的帖木兒帝國首都撒馬爾罕便

是一座粟特人城市。粟特人曾受波斯、

亞歷山大、匈奴、突厥、唐等政權統治，

並長期與東方的中國貿易，同時受到

東、西方文化的影響。在魏晉南北朝

時，許多粟特人遷徙至中國，被稱作「昭武九姓」，安祿山、石敬瑭都是昭武九姓

的後裔。粟特人使用的粟特字母，後來為回鶻人所借用，成為回鶻字母，後來這個

字母系統被用來拼寫蒙古語與滿語，可以說後來的蒙文、滿文的字母皆源自粟特文。

請問根據以上所述，下列何者正確？ 

(A)因為粟特人居中隔開，西亞與東亞之間無法互相交流 

(B)蒙古人與滿洲人使用粟特字母，是因為被粟特人征服 

(C)附圖這封信書寫時，有許多粟特人為阿拔斯王朝所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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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佛教起源於南方的印度，因此粟特人在移民中國前沒有接觸過 

【解析】(C)題幹中提到此信件寫作時間是九到十三世紀，而粟特人的城市撒馬爾罕

在奧米雅王朝時被征服，阿拔斯王朝延續其統治，而九到十三世紀正是阿拔斯王朝

的時代。(A)東西方反而因為粟特人的貿易而交流；(B)粟特人從未征服蒙古與滿洲；

(D)佛教在西元前三世紀便已傳入中亞。 

 

C 11.冷戰初期，國民黨與共產黨分別借助美國與蘇聯的幫助，進行各種形式的對抗與競

爭。此情況直到 1970 年代才因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並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

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改變。請問冷戰初期，美蘇兩國何以願意在軍事上分別協

助兩岸？ 

(A)美國要證明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是人類的正途  

(B)蘇聯欲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華沙公約組織  

(C)美蘇都各自在國際上扶持不同國家來鞏固陣營 

(D)美蘇兩國都不希望臺海兩岸政權加入第三世界 

【解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展

開意識形態的對抗。由於美蘇兩強致力於核武研發和裝備競賽，強大武力可能造成

的毀滅性後果，使雙方維持了恐怖平衡，美蘇乃由扶持政權、籌組區域性組織等方

式間接交手，故稱為冷戰，答案為(C)。 

 

C 12.附圖是十八世紀末一幅英國的諷刺漫畫，某位公眾人物將

《聖經》踩在腳下，口袋中的文件則寫著「為了革命舉杯

慶賀」。關於附圖所繪製的內容，下列何者解釋正確？ 

(A)這幅漫畫出現的背景，是在三十年戰爭期間，天主教

會與抗議教派的衝突越發激烈 

(B)這幅漫畫出現的背景，是英國工人成立工會，向資方

爭取權益，並且進一步爭取參政權 

(C)該公眾人物可能較為支持的主張是，人民自治是基本

的權利，國家合法的權力皆來自於人民 

(D)該公眾人物可能較為支持的主張是，唯有維持傳統的

體制，才能夠確保統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 

【解析】此漫畫所繪是英國激進主義的科學家約瑟夫•普

里斯特里。從圖中人物將《聖經》踩在腳下、支持革命等處，可以推知該人物支持

法國大革命，而漫畫作者是支持教會與王權的保守派，故只有(C)符合。(A)三十年戰

爭發生在十七世紀，時代不符；(B)英國工人成立工會在 1820 年以後，時代不符；(D)

為保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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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3.小明的爺爺回憶年輕時的一場選舉：「那時候本來從州知事、郡守、街長、庄長，到

協議會會員全都是官派的，從那次選舉開始，一半的庄協議會與市會的成員由選舉

產生。在選舉之前，各個候選人到處舉辦演講，講到後來都沙啞了。我那時候投票

還不是蓋章，是要拿毛筆寫下我要投的候選人的名字。最後，我支持的候選人當選

了，他屬於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大家都非常興奮。」請問關於該場選舉，以下何者

正確？ 

(A)小明的奶奶可能也有參與那次的選舉 

(B)小明的爺爺在當時的收入應該不低 

(C)候選人可能是太平洋戰爭的戰爭英雄，因此大受歡迎 

(D)這是日治初期總督府舉辦選舉以方便原住民地區的統治 

【解析】從「那次選舉開始，一半的庄協議會與市會的成員由選舉產生」可以知道

這是臺灣總督府舉辦的第一屆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時間是 1935 年。該次選舉

只有年滿 25 歲、年納稅五圓以上的男子才能投票，因此小明的爺爺有參與投票，表

示其收入在當時並不低，故選(B)。(A)該次選舉女性並無投票權；(C)該此選舉在 1935

年，太平洋戰爭尚未開始；(D)此時已不算是日治初期，並且也與原住民政策無關。 

 

D 14 唐代在某一事件之後，賦稅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重視人丁轉為重視資產，戶籍

制度也以「據地造籍」為原則產生轉變。關於上述事項，下列何者正確？ 

(A)此事件為唐武宗滅佛，大量僧尼還俗，迫使政府改變賦稅制度   

(B)「重視人丁」指的是兩稅法   

(C)「重視資產」的賦稅制度將田賦與力役合而為一，以錢繳納   

(D)此賦稅制度的轉變，代表了土地私有制的確立 

【解析】唐代安史之亂後，因戶籍散亂，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租庸調制無法實

行，影響政府稅收。唐德宗時制定兩稅法，改以現有男丁及田地數目為標準，劃分

等級，規定稅額，每年分夏、秋兩季，將稅額折合為綾絹繳納，租庸調實物經濟轉

為貨幣經濟，而均田制取消代表私有制的確立，故(D)為正解。(A)應為安史之亂；(B)

「重視人丁」指的是租庸調法；(C)兩稅法以錢計算田賦，但仍須服力役，直到明代

一條鞭法，才以丁銀取代力役。 

 

A 15.一篇論文這麼說：「在清治臺灣最初之時，臺灣縣、諸羅縣、鳳山縣的衙署都是位在

府治（今臺南）內，以鄭氏時代存留下來的房屋修改成為辦公的場所，要一直等到

十八世紀初，諸羅縣與鳳山縣的知縣才回到縣署原定地辦公。由於諸羅與鳳山兩縣

的田園大多交付管事掌理，業主則是居於府治之中，因此鳳山縣與諸羅縣的知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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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時候都是待在府治東安坊的公館，以方便處理稅收事務。」請問根據文中所述，

鳳山、諸羅知縣留在府治辦公的主因為何？ 

(A)一田多主    (B)米糖相剋    (C)分類械鬥    (D)封山政策 

【解析】從題幹中「田園大多交付管事掌理」、「業主則是居於府治之中」可以得

知，負責交納稅供的田園業主事實上不在當地耕作，而是交予他人管理。這是清代

時，請墾的大租戶將田土進一步分租，產生一田多主的現象。 

 

B 16.近代翻譯家嚴復，這樣形容一本書：「西文曰嬰塞覺羅辟的亞(Encyclopedia)，正譯曰

智環，或曰學郛（ㄈㄨˊ，比喻收藏豐富的地方）。蓋以一部之書，舉古今宇內，凡

人倫思想之所及，為學術，為技能，為天官，為地誌，為各國諸種有傳之人，為宗

教鬼神可通之理，下至草木、禽獸、藥物、玩好，皆備於此書焉……。歐洲學郛之

作，發現於十八世紀之中葉。……而智環一書，實群言之林府。於是政教篤舊之家，

心駭神愕，出死力以與是書抵距。蓋其書越二十年而始成，編輯之人，屢及於難。」

根據上述資料，下列何者正確？ 

(A)從嚴復的敘述中判斷這本書只有介紹歐洲政治體制 

(B)文中的「智環」、「學郛」皆指狄德羅所編的《百科全書》 

(C)文中的「嬰塞覺羅辟的亞」即科學革命的開山作《論天體之運行》 

(D)從嚴復的敘述中得知這本書在很短的時間編輯完成 

【解析】(A)從「學術、技能、天官、地誌、草木、禽獸、藥物、玩好」等可知該書

包羅萬象，不僅止於歐洲政治體制；(B)(C)「嬰塞覺羅辟的亞」可以得知直譯自

Encyclopedia，即《百科全書》的英文，嚴復又將其轉譯為「智環」、「學郛」，成

書於十八世紀中葉歐洲，故可推知此書為狄德羅所編的《百科全書》，故(B)為正解；

(D)超過二十年才編輯完成。 

 

C 17.據明末之際的一名學者描述，某地雖然五穀豐收，卻出現許多百姓因繳納不出租稅，

競相販賣妻子一事。而賣身從軍、逃亡自盡者更不盡其數。不禁令此學者驚呼，豐

年而賣其妻子籌錢者，真的是前所未見。請問，造成此社會現象的主要因素最有可

能是下列何者？ 

(A)紙幣發行浮濫，過度通貨膨脹 

(B)銅礦過度開發，銅錢流量減少 

(C)當地銀荒嚴重，造成銀貴穀賤 

(D)白銀過度流入，銀價嚴重貶值 

【解析】題幹出自顧炎武《錢糧論》。顧炎武在文中指出，中國的白銀在內地嚴重

短缺，已變成有穀無銀、銀貴穀賤的狀態。而納稅又皆以白銀為主，導致當地五穀

豐收，許多農民仍因穀價過低而無法籌足相應的稅額，只能賣妻賣身換取白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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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為(C)。 

 

B 18.附表為 1860 年代後臺灣出口商品，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商 品 甲 乙 丙 

占出口總值比例 54% 36% 4% 

從業人口 三十萬人 十五萬人 一萬三千人 

(A)甲乙商品主要集中在北部 

(B)1870 年代中期之後，隨著「甲商品」出口值漸增，交易往淡水及雞籠集中 

(C)因「丙商品」出口激增，形成南府城、北稻艋兩大市場 

(D)臺北地位更是不斷隨著「乙商品」興盛提升 

【解析】1860 年代為臺灣開港後，此時茶業迅速發展為重要產業，占出口總值一半

以上，故可知甲為茶葉；南部則以砂糖為主要出口商品，此外樟腦也是外銷大宗，

故可推知乙為砂糖，丙是樟腦；(A)乙商品砂糖集中在南部；(B)茶葉多產於中、北部

丘陵，在大稻埕加工後，於淡水碼頭銷往美國、南洋，故為正解；(C)因甲商品茶葉

出口激增，大稻埕與艋舺貿易興盛，而府城則以砂糖作為貿易出口大宗，並非茶葉；

(D)北部地位因甲商品茶業興盛而提升。 

 

C 19.中南美洲的古文明在十五世紀歐洲人抵達之前過著與歐洲、亞洲文明無爭的生活，直

到一批出身卡斯提爾的沒落貴族，到中南美洲來追求財富與聲望，他們常掛在口邊

的話是：「我們來到美洲，以服務上帝和國王，同時也是為了致富。」根據你的歷

史知識，他們口中的國王最可能是： 

(A)法蘭西國王   (B)英格蘭國王   (C)西班牙國王   (D)葡萄牙國王 

【解析】(A)法蘭克人是十字軍東征初期的主力，但不是大航海時代率先征服中南美

洲者；(B)英格蘭主要殖民地在北美洲，不在中南美洲；(C)伊比利半島上的卡斯提爾

王國與亞拉岡王國於 1469 年聯姻，兩國共組為西班牙王國。自大航海時代引發歐洲

國家競逐「新大陸」後，「發現」中南美洲的西班牙很外便消滅了該地的阿茲特克

帝國與印加古文明；(D)葡萄牙建立的海路貿易路線，主要是由非洲南端前往東方，

其在美洲的殖民勢力範圍僅於今日之巴西，題幹所述含中美洲，因此不選。 

 

D 20.臺灣作家葉石濤，在 1951 年曾入獄服刑三年，罪名是「知匪不報」，因為他曾與一

位臺共人士往來，並向其購買禁書來閱讀，結果捲入了「臺灣省工委案」。葉石濤

後來表示，他當時根本不知道何為禁書，也不清楚什麼臺灣省工委，便莫名其妙被

逮捕了。請問下列哪一本書，最有可能在五零年代臺灣以合法管道購買到？ 

(A)未到臺灣的中國作家老舍的作品《離婚》 



第 9 頁 111年學測模擬試題(二) 

共 11 頁 社會考科-歷史  

- 9 - 

(B)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貴族之家》 

(C)譴責美國與國民黨合作政策的《從赫爾利到馬歇爾》 

(D)描寫中共統治之黑暗的《大火炬的愛》 

【解析】五零年代，所有滯留中國大陸的作家、以及俄羅斯作家的作品，皆被中華

民國政府列為禁書，故(A)、(B)無法在臺灣合法購得；(C)內容譴責美國與國民黨的

合作，與中華民國政府之政策不符，因而被禁；(D)描繪中共之黑暗，為政府有意推

動的反共文學，故選之。 

 

第貳部分、混合題組(占 20 分) 

說明：本部分共有 2 題組，每一子題配分標於題末。限在標示題號作答區內作答。選

擇題與「非選擇題作圖部分」使用 2B 鉛筆作答，更正時，應以橡皮擦擦拭，

切勿使用修正液(帶)。非選擇題請由左而右橫式書寫，並依題目指示作答。 

21~23 題為題組 

資料一：昭和三十四年（1959 年），日本外務省發表了在日朝鮮人的統計報告，其中以到

達日本的時間點來分類的統計如下表： 

在 1939 年八月以前來到日本 107,996 人(18%) 

在 1939 年九月到二戰結束期間來到日本 35,016 人( 6%) 

在二戰結束前出生於日本 173,311 人(28%) 

在二戰結束後出生於日本或來到日本 208,828 人(34%) 

已失蹤 13,898 人( 2%) 

無法得知 72,036 人(12%) 

資料二：從 1939 年開始，朝鮮移民的規模越來越大，1940 年，日本的朝鮮人口來到 140

萬人，而在 1944 年更是來到 190 多萬人。然而在終戰之後，朝鮮人口便大幅下

降，1950 年，在日本的朝鮮人已經不到 60 萬人。 

 

  21.從資料一與資料二，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朝鮮移民，在終戰前後人數變化為何？（4

分） 

參考答案：在二戰期間大幅增加，在終戰之後迅速減少。 

評分建議 

全部給分（4 分） 寫出二戰期間增加、戰後減少 

部分給分（2 分） 只寫出二戰期間增加，或只寫出戰後減少 

不給分（0 分） 其他無關之答案、未作答 

 

A 22.請問在日治時期，海外的朝鮮移民，除了日本以外，最主要是往下列哪個地方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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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A)滿洲    (B)臺灣    (C)越南    (D)美國 

【解析】由於日本的移民東北政策，許多人口移往滿洲國進行農耕。 

 

  23.移民人口常常因為戰爭而產生重大的改變，請以臺灣為例，簡述在太平洋戰爭前後，

在臺灣的移民狀況與數量的改變。（4 分） 

參考答案：太平洋戰爭前臺灣有不少日本移民，終戰之後這些移民皆被遣送回日本。 

評分建議 

全部給分（4 分） 寫出戰爭前後移民狀況差異 

部分給分（2 分） 只寫出戰前或戰後的移民狀況 

不給分（0 分） 其他無關之答案、未作答 

 

24~25 題為題組 

資料一：山谷諸番，獻牛羊酒食，絡繹於道，文悉慰諭遣還。或啖一粉餈，引酒沾脣而去。

或召番社學童與語，能背誦四書者，旌以銀布，為之講解君臣父子大義不倦。諸

番感悅。 

資料二：肄業番童，拱立背誦，向讀鏗鏘，頓殊咮離舊習。陳觀察大輩有司教之責，語以

有能讀四子書、習一經者，給樂、舞生衣巾以風勵之。 

資料三：在夜遊北園的當晚，季麒光登上北園的樓臺，望著寒光中，蒼茫的大海、氤氳的

山影、還有櫛比麟臻的府治街市，一切都盡在眼下。他不僅感慨，臺灣這個萬年

來的蠻煙瘴雨之地，也有了此等小橋流水景色。……官員的書寫中經常展現出文

明化的使命，在臺灣原住民從雕題黑齒到能誦四書的再現，展現出臺灣被帝國所

馴化的過程。地景、建築、乃至宴飲娛樂的書寫，在這些帝國官僚的眼裡，也含

有類似的性質。他們在臺灣的文人活動，還是帶有其官員身分的氣息，其文句之

中帶著對於帝國擴張的風光，季麒光尤其如此，因此與通常的中國文人逸樂相

比，在絲竹樂音之中，他又多了一層大清殖民官僚的眼光。 

 

C 24.在以上三則資料中，清帝國官員以何項指標作為獎勵原住民歸順服從的依據？（2 分） 

(A)紋面    (B)使用貨幣    (C)讀四書    (D)宴飲娛樂 

【解析】從上述資料中「能背誦四書者，旌以銀布」、「語以有能讀四子書、習一

經者，給樂、舞生衣巾以風勵之」、「在臺灣原住民從雕題黑齒到能誦四書的再現，

展現出臺灣被帝國所馴化的過程」推知讀四書對於帝國官員而言，是原住民教化成

功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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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在統治過臺灣的諸政權中，均有實施過試圖「教化」原住民的政策。請完成以下表格。

（6 分） 

政權名 政 策 政策影響 

大日本帝國 集團移住 
將居住於山區的原住民遷至平

地，強迫放棄其生活型態 

中華民國 改漢姓 
使之失去原先透過名字辨識的

家族傳承 

 

評分建議 

一格 2 分 寫出正確答案 

不給分 答案錯誤或未填寫 

 

B 26.歐洲國家的殖民者，對於其殖民地的原住民也會有類似的想法，請問下列何者最近似

於上述資料中，清帝國官員的想法與態度？（2 分） 

(A)門戶開放政策 

(B)白種人的負擔 

(C)門羅主義 

(D)人文主義 

【解析】(B)白種人的負擔，指的是為有色人種帶來文明開化，乃是白種人的負擔，

與清帝國官員為原住民帶來教化的態度近似，故選之。(A)門戶開放政策是美國提出

以使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商業投資行為，均不互相阻礙，以防某一方在中國獨大；(C)

門羅主義是美國要求歐洲國家不得干涉美洲事務，使美國在新大陸稱霸；(D)人文主

義是後世用以含括文藝復興時代重視個人價值、重視現世生活與世俗文化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