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地區發展史(南瀛探索)題庫

1.（3）台南縣的最南方是在什麼地方？ 1. 仁德鄉的中洲 2. 歸仁鄉的大潭 3. 關廟鄉的龜洞 4. 龍崎鄉的興化店 
出處：第2章第1節
備註：

2.（2）根據2003年衛星影像地圖，台灣本島的極西點位置在哪裡？ 1. 台南市的四草  2. 台南縣的頂頭額汕南方 3. 嘉義縣的
布袋 4. 高雄縣的茄萣鄉 
出處：第2章第1節
備註：

3.（3）台南縣的地理位置中心點在哪裡？ 1. 麻豆鎮的水堀頭 2. 善化鎮的六分寮 3. 官田鄉渡頭村的三塊厝 4. 大內鄉的石仔
瀨 
出處：第2章第1節
備註：

4.（1）台南縣最古老的地層出現在哪裡？ 1. 關仔嶺到南化的烏山一帶 2. 七股潟湖 3. 草山月世界 4. 玉井谷盆地 
出處：第2章第1節
備註：

5.（1）台南縣的地理位置是在台灣本島的哪一個方位？ 1. 西南方 2. 西北方 3. 東南方 4. 東北方 
出處：第2章第1節
備註：

6.（2）台南縣的水庫當中，下列哪一個最早完工？ 1. 白河水庫 2. 虎頭埤水庫 3. 尖山埤水庫 4. 烏山頭水庫 
出處：第2章第2節
備註：

7.（3）台南縣在曾文溪以西的山脈叫什麼山脈？ 1. 六甲山脈 2. 大內山脈 3. 西烏山嶺山脈 4. 珊瑚潭山脈 
出處：第2章第4節
備註：

8.（1）嘉南隆起海岸平原是一個幼年期的海岸平原，它的形成年代大約在何時？ 1. 更新世晚期 2. 更新世早期 3. 更新世中
期 4. 上新世晚期 
出處：第2章第4節
備註：

9.（1）玉井谷盆地的地形是呈現什麼形狀的盆地？ 1. 長方形 2. 正方形  3. 三角形 4. 菱形 
出處：第2章第4節
備註：

10.（2）嘉南平原是屬於哪一種地形？ 1. 沖積平原 2. 隆起海岸平原 3. 沖積扇 4. 河口三角洲 
出處：第2章第4節
備註：

11.（2）曾文溪以南的台南縣丘陵區是屬於哪個丘陵的北段？ 1. 南化丘陵 2. 新化丘陵 3. 左鎮丘陵 4. 龍崎丘陵 
出處：第2章第4節
備註：

12.（4）下列哪一個丘陵是屬於曾文溪以北到八掌溪之間的台南縣丘陵區？ 1. 白河丘陵 2. 東山丘陵 3. 大內丘陵 4. 嘉義丘
陵 
出處：第2章第4節
備註：

13.（3）發生在1964年1月18日，芮氏6.3級震央在台南縣，災情嚴重的大地震，是哪個地震？ 1. 東山大地震 2. 新化大地震
3. 白河大地震 4. 新營大地震 
出處：第2章第4節
備註：

14.（1）台南縣第一高山是哪一座山？ 1. 大凍山 2. 三角南山 3. 竹仔尖山 4. 飯包仔尖山 
出處：第2章第4節
備註：

15.（2）草山月世界裡有一種低溫含泥漿和瓦斯氣的火山，是屬於哪一種火山？ 1. 活火山 2. 泥火山 3. 死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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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第2章第4節
備註：

16.（3）台南縣的平原區是位於嘉南隆起海岸平原的哪一段？ 1. 北段 2. 南段 3. 中段 4. 西段 
出處：第2章第4節
備註：

17.（2）台南縣沿海的產業景觀，大體上可以哪一條公路為界，以東農田分布較廣，以西則以魚塭為主要景觀？ 1. 台1線
2. 台17線 3. 台19線 4. 西濱快速道路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18.（3）所謂的「鹽分地帶」是指日本時代的哪一郡？ 1. 新營郡 2. 曾文郡 3. 北門郡 4. 新豐郡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19.（3）哪一條河流的改道是造成台江內海迅速淤積的主因？ 1. 急水溪 2. 鹽水溪 3. 曾文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20.（3）昔日上游稱為灣裡溪，下游稱為漚汪溪的是哪一條河流？ 1. 八掌溪 2. 急水溪 3. 曾文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21.（4）「漚汪」（Auong）在西拉雅平埔族語中為「溪」之意，而漚汪溪是今日的哪一條河流？ 1. 鹽水溪 2. 急水溪  3. 
七股溪  4. 將軍溪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22.（4）曾文溪在出丘陵處未如濁水溪形成沖積扇的主因是什麼？ 1. 坡度太緩 2. 流量不足 3. 含沙量太少  4. 無斷層經過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23.（4）台灣本島的極西點，被稱為台灣的「肚臍眼」的是哪一座沙洲？ 1. 海汕洲 2. 青山港汕 3. 網仔寮汕 4. 頂頭額汕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24.（1）下列哪一個埤塘是由倒風內海的海汊堵水而形成的？ 1. 德元埤 2. 尖山埤 3. 虎頭埤 4. 下茄苳埤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25.（1）哪一條河流在乾隆16年(1751)以前改道自汫水港流入倒風內海，對倒風內海的淤塞影響最大？ 1. 八掌溪 2. 急水溪
3. 將軍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26.（1）倒風內海的淤填，除了受到急水溪的影響外，主要是受到哪一條河流的輸沙所造成？ 1. 八掌溪 2. 曾文溪 3. 將軍
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27.（1）蕭壟（Soulangh）社的蕭壟原意為何？ 1. 契約之地 2. 尪姨之地 3. 穢氣之地 4. 神聖之地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28.（4）大員（Taijouwan）社的大員（或譯作台窩灣）指的是什麼？ 1. 田園之地 2. 荒野之地 3. 墳墓之地 4. 濱海之地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29.（3）今日將軍溪、七股溪和鹿耳門溪的下游河道相當寬闊，乃因昔日均曾為哪一條河流出海的網流溪，在今日則為斷
頭河？ 1. 八掌溪 2. 急水溪 3. 曾文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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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30.（3）分隔台江與倒風內海的「蚊佳半島」，其形成與哪一條河流的三角洲發育有關？ 1. 八掌溪 2. 急水溪 3. 曾文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31.（1）下列何者不是倒風內海的三海汊之一？ 1. 佳里 2. 麻豆 3. 茅港尾 4. 鐵線橋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32.（1）台南縣海邊存在不少如青鯤鯓、南鯤鯓等地名，請問「鯤鯓」指的是何種海岸地形？ 1. 沙洲 2. 沙灘 3. 潟湖 4. 海
埔新生地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33.（4）台南縣臨海的鄉鎮並不包括哪個鄉鎮？ 1. 北門 2. 將軍 3. 七股 4. 西港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34.（3）清代時期位於笨港與台南府城間的最大聚落鹽水港，因港道的淤積難行，其區域中心的地位，遂逐漸被何地所取
代？ 1. 後壁 2. 北門 3. 新營 4. 佳里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35.（1）「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中的「月津港」指的是哪裡？ 1. 鹽水  2. 麻豆 3. 茅港尾 4. 鐵線橋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36.（4）下列哪一個潟湖並不位於台南縣？ 1. 台江 2. 七股 3. 倒風 4. 蟯港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37.（1）「鹽分地帶」不包括下列哪一鄉鎮？ 1. 鹽水 2. 學甲 3. 佳里 4. 西港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38.（1）七股潟湖為國際哪一種瀕臨絕種候鳥的主要渡冬區？ 1. 黑面琵鷺 2. 水雉 3. 灰面鷲 4. 丹頂鶴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39.（2）一般人將潟湖稱為？ 1. 小海 2. 內海 3. 外海 4. 大湖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40.（3）台灣目前最大的潟湖在哪裡？ 1. 東石 2. 北門 3. 七股 4. 大鵬灣 
出處：第2章第5節
備註：

41.（2）下列哪一河流在昔日稱為新港溪？ 1. 曾文溪 2. 鹽水溪 3. 七股溪 4. 將軍溪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42.（4）曾文溪在何處流出新化丘陵，進入寬闊平坦的嘉南平原？ 1. 石仔崎 2. 石仔瀨 3. 走馬瀨 4. 新莊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43.（1）二仁溪的水系形狀是什麼形狀？ 1. 樹枝狀 2. 格子狀 3. 向心狀 4. 輻射狀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44.（2）曾文溪的水系形狀是什麼形狀？ 1. 樹枝狀 2. 格子狀 3. 向心狀 4. 輻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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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45.（3）下列哪一條河流是化石的重要出土區？ 1. 鹽水溪 2. 後堀溪 3. 菜寮溪 4. 急水溪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46.（2）下列哪一條河流的發源地和出海口皆在台南縣，是台南縣唯一而且比較大的專有溪？ 1. 八掌溪  2. 急水溪  3. 曾文
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47.（4）烏山頭水庫是攔堵曾文溪的哪一條支流而形成的？ 1. 大埔溪 2. 後堀溪 3. 菜寮溪  4. 官田溪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48.（2）南化水庫位於哪一條河流上？ 1. 大埔溪 2. 後堀溪 3. 菜寮溪 4. 旗山溪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49.（1）下列哪一條河流不屬於曾文溪的支流？ 1. 七股溪 2. 後堀溪 3. 菜寮溪  4. 官田溪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50.（4）曾文溪為全台第幾大河流？ 1. 第一大河 2. 第二大河 3. 第三大河 4. 第四大河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51.（3）下列哪一條河流是台南縣轄域內最長的河流？ 1. 八掌溪 2. 急水溪 3. 曾文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52.（1）全台最大的水庫是哪一座？ 1. 曾文水庫 2. 石門水庫 3. 翡翠水庫 4. 德基水庫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53.（1）下列哪一條河流是嘉南平原中坡度最陡的河流？ 1. 八掌溪 2. 急水溪 3. 曾文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54.（1）哪一條河流為台南縣與嘉義縣的縣界？ 1. 八掌溪 2. 急水溪 3. 曾文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6節
備註：

55.（2）光緒元年，台灣縣與嘉義縣的界線，由原先的哪一條河流，調整為以曾文溪為界？ 1. 急水溪 2. 鹽水溪  3. 七股溪
4. 將軍溪 
出處：第2章第7節
備註：

56.（4）台南縣以哪一條河流與高雄縣為界？ 1. 八掌溪 2. 急水溪 3. 曾文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7節
備註：

57.（2）下列哪一流域號稱為南瀛的新文化區？ 1. 八掌溪  2. 急水溪 3. 曾文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7節
備註：

58.（3）下列哪一流域號稱為南瀛的古文化區？ 1. 八掌溪 2. 急水溪 3. 曾文溪 4. 二仁溪 
出處：第2章第7節
備註：

59.（2）在更新世時代的菜寮溪流域，是一個怎麼樣的地理環境？ 1. 潮濕多雨的熱帶雨林 2. 濱海草原 3. 冰河高山 4. 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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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第2章第前言節
備註：

60.（2）1972年在菜寮溪的河床挖出一整隻的古代化石，是屬於什麼動物的化石？ 1. 大象 2. 犀牛 3. 古鹿 4. 猛瑪象 
出處：第2章第前言節
備註：

61.（4）台南縣在更新世時代（1萬到180萬年前）哪一條河流附近，曾經是古代大型脊椎動物的樂園？ 1. 曾文溪 2. 急水溪
3. 後堀溪 4. 菜寮溪 
出處：第2章第前言節
備註：

62.（2）下列哪一個文化是台灣目前發現最古老的人類遺存？ 1. 左鎮人文化 2. 長濱文化 3. 蔦松文化 4. 牛稠子文化 
出處：第3章第1節
備註：

63.（1）何者被當做是西部「長濱文化」的主人？ 1. 左鎮人文化 2. 岡山人文化 3. 蔦松人文化 4. 大湖人文化 
出處：第3章第1節
備註：

64.（3）台灣進入歷史時代，始於十七世紀初期，荷蘭人教導台南附近的西拉雅族，使用何種文書開始? 1. 蕭?文書 2. 大目
降文書 3. 新港文書 4. 麻豆文書 
出處：第3章第1節
備註：

65.（4）考古學家推測「左鎮人」當時生活在下列那一種自然環境？ 1. 平原 2. 高山 3. 山谷 4. 濱海或河口 
出處：第3章第1節
備註：

66.（2）由「左鎮鄉菜寮溪」所發現的人類化石經氟錳測定，說明了至少約幾萬年以前，台灣已有人類居住？ 1. 五萬 2. 三
萬 3. 十萬 4. 八萬 
出處：第3章第1節
備註：

67.（1）「左鎮人」的發現是屬於哪一個時代？ 1. 舊石器時代 2. 新石器時代 3. 鐵器時代 4. 青銅器時代 
出處：第3章第1節
備註：

68.（3）烏山頭遺址是哪種文化的代表性遺址？ 1. 大坌坑文化 2. 牛稠子文化 3. 大湖文化 4. 蔦松文化 
出處：第3章第2節
備註：

69.（3）烏山頭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採氧化燒製作是哪種器物？ 1. 罐 2. 缽 3. 陶環 4. 豆 
出處：第3章第2節
備註：

70.（2）目前台南縣出土年代最早甕棺的是何種文化？ 1. 大坌坑文化 2. 牛稠子文化 3. 大湖文化 4. 蔦松文化 
出處：第3章第2節
備註：

71.（1）南關里東遺址出土的墓葬，以何種方式為主？ 1. 仰身直肢 2. 俯身直肢 3. 側身屈肢 4. 甕棺葬 
出處：第3章第2節
備註：

72.（4）從台灣目前出土年代最古老木棺葬，證明南島語族使用木棺做為葬具的紀錄，約在多少年前？ 1. 1000年前 2. 2000
年前 3. 3000年前 4. 4000年前 
出處：第3章第2節
備註：

73.（4）從台灣目前出土年代最古老碳化米粒，證明南島語族食用稻米的紀錄，約在多少年前？ 1. 1000年前 2. 2000年前 3.
3000年前 4. 4000年前 
出處：第3章第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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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74.（3）台灣目前出土年代最古老的狗全骨骸的遺址是哪一個遺址？ 1. 八甲遺址 2. 白河水庫霸頂遺址 3. 南關里遺址 4. 南
關里東遺址 
出處：第3章第2節
備註：

75.（4）從台灣目前出土年代最古老的狗全骨骸，證明南島語族可能養狗的紀錄，約在幾年前？ 1. 1000年前 2. 2000年前 3.
3000年前 4. 4000年前 
出處：第3章第2節
備註：

76.（3）有糟石棒(樹皮布打棒)在下列哪一個遺址出土? 1. 八甲遺址 2. 白河水庫霸頂遺址 3. 南關里遺址 4. 南關里東遺址 
出處：第3章第2節
備註：

77.（1）下列哪一個遺址是台南縣最早發現的大坌坑文化遺址？ 1. 八甲遺址 2. 白河水庫霸頂遺址 3. 南關里遺址 4. 南關里
東遺址 
出處：第3章第2節
備註：

78.（2）蔦松文化人的文化內涵與哪一族人十分相似？ 1. 洪雅族 2. 西拉雅族 3. 噶瑪蘭族 4. 凱達格蘭族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79.（4）蔦松文化出土的鳥頭狀器從器形來看，不是一般日常用品，有人認為是用來做為什麼？ 1. 樂器 2. 裝飾品 3. 宗教
祭祀 4. 以上皆有 可能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80.（1）蔦松遺址中出土的小陶罐，器形小、製作精美，大部分都有施加紋飾，因此猜測可能的用途為何？ 1. 祭祀儀式使
用 2. 儲存食物 3. 盛放食物 4. 烹煮食物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81.（1）蔦松文化人對死者入葬的方式，以何者為主？ 1. 仰身直肢葬 2. 俯身直肢葬 3. 屈肢葬 4. 蹲踞葬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82.（2）蔦松文化人隨葬品主要是陶罐，而且放置在死者的哪個位置？ 1. 腳部 2. 頭部 3. 腹部 4. 以上皆非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83.（1）摺肩圈足罐是具蔦松文化特色的器形，其肩部與圈足的穿孔有何種用途？ 1. 穿繩用 2. 裝飾用 3. 通風用 4. 隨興製
作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84.（2）蔦松文化遺址出土的缽形器，可能的功用是什麼？ 1. 儲存食物 2. 盛放食物 3. 烹煮食物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85.（4）蔦松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環與殘件，數量多且大小不一，除了當手鐲外，還可能做何用途？ 1. 頭飾 2. 耳飾 3. 
臂飾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86.（4）蔦松文化人的狩獵方式可能是採用何種方式？ 1. 陷阱 2. 伏擊 3. 追趕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87.（1）平埔語中有「艋舺」一詞，艋舺是指？ 1. 獨木舟 2. 小船 3. 帆船 4. 竹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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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88.（2）南科園區內的遺址發掘，發現許多植物種子遺留，其中不包含下列哪一種？ 1. 稻米 2. 小麥 3. 薏仁 4. 豆類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89.（4）蔦松文化人通常居住於海邊水畔，以何種方式取得食物，維持生活所需？ 1. 農耕 2. 狩獵 3. 漁撈及採集 4. 以上皆
是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90.（3）蔦松文化遺址中所出土的石器不多，因為這時已進入什麼時代？ 1. 陶器時代 2. 新石器時代 3. 鐵器時代 4. 玉器時
代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91.（1）下列哪一個遺址，位於麻豆過港仔的貝塚，於民國60年，因開闢漁塭，被發掘出來？ 1. 西寮遺址 2. 二重溪遺址 3.
看西遺址 4. 番子塭 遺址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92.（4）史前人類對居址的選擇，以能獲得生活所需為主要考量，以下何者為是？ 1. 河谷階地 2. 沼澤邊緣 3. 沿海地帶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93.（4）蔦松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特色為何？ 1. 素面紅陶 2. 少量的貝殼紋飾陶罐 3. 陶質的鳥頭狀器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94.（2）蔦松文化人採取植物的纖維，用帶鉤的木棍與何種器物做工具，搓製成織布的線，再織成布，做成衣服？ 1. 石紡
輪 2. 陶紡輪 3. 鐵紡輪 4. 玉紡輪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95.（4）下列何者是蔦松文化人日常使用陶器的方式？ 1. 使用陶製的罐、缽、甕儲存用水與食物 2. 使用陶紡輪來紡線，以
供織布 3. 使用陶支腳支撐陶罐，以烹煮食物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96.（3）蔦松文化人的聚落住屋形式，應是屬於哪種建築？ 1. 平地式 2. 深穴式 3. 干闌式 4. 淺穴式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97.（4）蔦松文化的是南部地區史前時代最後一期的文化，主要分布於何地？ 1. 台南 2. 高雄 3. 屏東北部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3章第3節
備註：

98.（3）南瀛史前文化遺址為研究下列哪一族群彌足珍貴的來源？ 1. 漢族 2. 匈奴 3. 南島語族 4. 越族 
出處：第3章第4節
備註：

99.（3）下列哪一組遺址代表大湖文化鹿陶類型？ 1. 南關里、南關里東 2. 右先方、國母山 3. 兩奶山、鹿陶 4. 西寮、蔦松 
出處：第3章第4節
備註：

100.（1）乾隆年間部分哆囉嘓社人已遷徙到下列什麼地方？ 1. 岩前、白水溪 2. 大內頭社 3. 楠西 4. 玉井盆地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01.（1）哆囉嘓社群屬於哪一族？ 1. 洪雅族 2. 西拉雅族 3. 道卡斯族 4. 馬卡道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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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02.（4）清代時期，新港社人東遷的分佈地，包括哪些地方？ 1. 新市鄉、新化鎮 2. 山上鄉、左鎮鄉 3. 龍崎鄉、關廟鄉、
南化鄉 4. 以上皆對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03.（4）康熙年間新港社向東遷徙分化出第二社，即是文獻上稱的什麼社？ 1. 茄拔社 2. 宵里社 3. 新社 4. 卓猴社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04.（3）從現存契約發現，清朝中葉卓猴社人的家業繼承權，是由誰來繼承？ 1. 女兒繼承 2. 男子繼承 3. 男、女皆可繼承
4. 以上皆錯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05.（4）一般認為新港社大約在荷蘭時期已遷徙至今日的哪個地方？ 1. 仁德鄉 2. 新化鎮 3. 歸仁鄉 4. 新市鄉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06.（2）大目降社後來很有可能被歸類為哪一社而失去自己的社名？ 1. 大武壟社 2. 新港社 3. 目加溜灣社 4. 麻豆社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07.（2）大目降社舊址位於現今的哪個鄉鎮？ 1. 新市鄉 2. 新化鎮 3. 善化鎮 4. 歸仁鄉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08.（2）六重溪的平埔族裔主要是從何處遷徙而來？ 1. 大內 2. 楠西 3. 吉貝耍 4. 官田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09.（2）「茄拔」有兩個地方，其中稱為「內茄拔」的茄拔社位於現今的哪裡？ 1. 玉井鄉 2. 楠西鄉 3. 南化鄉 4. 官田鄉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10.（1）稱為「大武壟派社」的社群是下列哪一個？ 1. 六重溪 2. 白水溪 3. 芒仔芒 4. 木岡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11.（4）一般稱玉井盆地的平埔社群為？ 1. 大武?社 2. 四社熟番 3. 四社平埔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12.（1）一般認為目加溜灣社因受漢人壓迫而向東遷徙，而其最可能的遷居地為下列何地？ 1. 大內頭社 2. 新市鄉番社 3. 
新化鎮洋仔港 4. 官田鄉番仔田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13.（2）目加溜灣社舊址位於目前的哪一個鄉鎮？ 1. 大內鄉 2. 善化鎮 3. 新市鄉 4. 官田鄉番仔田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14.（1）目加溜灣社又稱為？ 1. 灣裡社 2. 大武?社 3. 大灣社 4. 頭社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15.（4）台南縣各平埔社群阿立祖信仰文化有收「契子」傳統的是哪一個？ 1. 頭社公廨 2. 番仔田公廨 3. 吉貝耍公廨 4. 北
頭洋公廨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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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蕭壟社主要支社—吉貝耍位於現在的哪個地方？ 1. 鹽水鎮歡雅 2. 將軍鄉漚汪 3. 東山鄉東河 4. 七股鄉篤加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17.（4）下列哪一支社目前保留較多的麻豆社傳統文化？ 1. 官田鄉二鎮 2. 六甲鄉赤山巖 3. 下營鄉茅港村 4. 官田鄉番仔田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18.（1）蕭壟社目前尚有舉辦阿立祖信仰文化「傳統夜祭」的地方為何？ 1. 北頭洋公廨 2. 角帶圍公廨 3. 慈濟宮 4. 金唐殿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19.（2）1624年荷蘭人進入台灣，平埔族群中最強大的社群是哪一個？ 1. 大武?社 2. 麻豆社 3. 蕭壟社 4. 新港社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20.（4）從尚存的契約發現，麻豆社人將土地轉讓漢人，以何時最頻繁？ 1. 荷蘭時期 2. 康熙年間 3. 雍正年間 4. 乾隆年間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21.（3）台南縣的平埔族群包括那些族群？ 1. 凱達格蘭族 2. 道卡斯族 3. 西拉雅族與洪雅族 4. 馬卡道族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22.（1）下列何者是記錄台南縣平埔族群可信度最早的中文文獻？ 1. 〈東番記〉 2. 《諸番誌》 3. 《島夷誌略》 4. 《台灣
番政志》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23.（1）蕭壟社的舊社址目前屬於哪一鄉鎮？ 1. 佳里鎮 2. 西港鄉 3. 麻豆鎮 4. 將軍鄉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24.（3）平埔族群在清朝被歸類為？ 1. 化番 2. 生番 3. 熟番 4. 青番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25.（1）荷蘭時期曾利用平埔族人弭平的漢人反抗的是哪一事件？ 1. 郭懷一事件 2. 林爽文事件 3. 濱田濔兵衛事件 4. 朱一
貴事件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26.（3）最早影響台南縣平埔族群的政權是？ 1. 鄭氏王朝 2. 清朝 3. 荷蘭 4. 日本 
出處：第4章第1節
備註：

127.（4）根據17世紀初〈東番記〉的紀錄，西拉雅各社群的首領制度為何？ 1. 沒有統一的酋長 2. 各社群有自己的頭目 3. 
由子女多者「雄」之 4. 以上皆對 
出處：第4章第2節
備註：

128.（2）西拉雅人在荷蘭人來台灣之前，就有自己的宗教，其宗教信仰為何？ 1. 上帝唯一真神 2. 多神信仰 3. 沒有宗教信
仰 4. 全是女神 
出處：第4章第2節
備註：

129.（2）西拉雅人結婚後，關於生育有何限制？ 1. 自然生育 2. 35、36歲以前不准生育 3. 25歲以前不准生育 4. 不准生育 
出處：第4章第2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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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西拉雅人結婚後、生小孩之前的結婚居所為何？ 1. 男生住女生家 2. 女生住男生家 3. 夫婦不同居 4. 另築新居 
出處：第4章第2節
備註：

131.（3）西拉雅人的住屋大多建築在什麼地方？ 1. 山洞 2. 地下室 3. 土台上 4. 樹上 
出處：第4章第2節
備註：

132.（1）根據17世紀初〈東番記〉的紀錄，西拉雅人的衣飾為何？ 1. 男、女皆裸體，女生結草裙微蔽下體 2. 男、女皆穿
短裙 3. 男裸體，女生穿衣 4. 男、女皆穿衣 
出處：第4章第2節
備註：

133.（2）根據17世紀平埔族群已開始種植甘蔗，是否也學會了製糖？ 1. 會 2. 不會 3. 不會種蔗沒有製糖問題 4. 以上皆對 
出處：第4章第2節
備註：

134.（3）17世紀初西拉雅人除了瓜果也種椰子，而流傳至今仍是祭典不可少的植物是什麼？ 1. 香蕉 2. 甘蔗 3. 檳榔 4. 蕃薯

出處：第4章第2節
備註：

135.（1）17世紀初西拉雅人種植的稻米是哪一種？ 1. 旱稻 2. 水稻 3. 糯米 4. 以上皆有 
出處：第4章第2節
備註：

136.（1）根據17世紀初文獻上的記載，西拉雅的男人主要從事什麼工作？ 1. 戰鬥、狩獵 2. 耕種、捕魚 3. 耕種、貿易 4. 以
上皆錯 
出處：第4章第2節
備註：

137.（2）在外人尚未進入台灣以前，西拉雅人從事採集、耕種的主要生產者是誰？ 1. 男人 2. 女人 3. 男、女一起 4. 以上皆
對 
出處：第4章第2節
備註：

138.（2）荷蘭人的包稅制度是平埔族人夢魘的開始。1644年開始的何種制度更直接衝擊平埔族人？ 1. 地方會議 2. 鏷社 3. 
王田 4. 花紅 
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39.（4）目前有許多平埔族群已改信基督教，主要是受到誰的影響？ 1. 荷蘭時期牧師 2. 西班牙傳教士 3. 大陸來台傳教士
4. 1865年英國馬雅各牧師 
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40.（3）依文獻記載，可以推斷大約何時西拉雅人已發展出阿立祖信仰？ 1. 明朝 2. 荷蘭時期 3. 清朝 4. 日治時期 
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41.（1）荷蘭人為了傳教要西拉雅人拋棄偶像，把250位「尪姨」放逐到諸羅山，經過11年後，回來了多少人？ 1. 只剩48
位回來 2. 只剩一半回來 3. 只剩20位回來 4. 全沒回來 
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42.（3）荷蘭人治台38年間，共派了36位傳道師到台灣來，其中對西拉雅人影響較大的是誰？ 1. 甘乃霖 2. 馬偕 3. 甘治士
4. 馬雅各 
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43.（2）西拉雅人的婚姻生活受到荷蘭人影響，到了1636年，依基督教的法律結婚的已超過幾對男女？ 1. 30對 2. 50對 3.
100對 4. 150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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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44.（3）17世紀初西拉雅人的住屋特色為外斜式牆身，此形式有何種作用？ 1. 防盜 2. 防動物 3. 與文化根源「船」有關 4. 
以上皆對 
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45.（2）17世紀末葉，沈光文說：「數年來新港、麻豆、蕭壟、目加溜灣諸番衣褲半如漢人」，你認為此紀錄說明了什麼
？ 1. 反應當時的平埔人的衣飾 2. 為了誇大其教化 3. 顯示平埔人的衣飾進步 4. 以上皆對 
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46.（2）17世紀初荷蘭人引進漢人拓墾後，一般認為最晚在幾世紀，大部份的西拉雅人已學會了水稻的生產文化？ 1. 19
世紀初 2. 18世紀中葉 3. 17世紀初 4. 20世紀 
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47.（2）下列何人在西拉雅人的原始宗教，扮演較重要的地位？ 1. 男性 2. 女性 3. 男女一樣 4. 以上皆對 
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48.（2）你認為平埔族群是否有自己的語言或文字？ 1. 早有自己的文字 2. 沒有自己的文字 3. 各社有自己的語言也有自己
的文字 4. 以上皆對 
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49.（4）目前台南縣尚有保留「傳統夜祭」的地方尚有？ 1. 頭社 2. 番仔田 3. 吉貝耍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4章第3節
備註：

150.（3）在外人尚未進入台灣以前，西拉雅各社群是如何相處的？ 1. 和睦相處 2. 不相往來 3. 素來不睦，常有戰事 4. 以上
皆對 
出處：第4章第4節
備註：

151.（4）鄭芝龍在臺所建的貿易網，不包括下列哪一地點？ 1. 日本 2. 朝鮮 3. 東南亞 4. 印度 
出處：第5章第1節
備註：

152.（1）西元1563年，哪一位明將追剿海盜林道乾至大員？ 1. 俞大猷 2. 戚繼光 3. 藍原鼎 4. 蔣元樞 
出處：第5章第1節
備註：

153.（3）西元1624年，顏思齊、鄭芝龍自日本來臺，登陸於哪一地區？ 1. 鹿港 2. 台南 3. 北港 4. 高雄 
出處：第5章第1節
備註：

154.（2）荷蘭時期，在台南縣的第一位傳教師是誰？ 1. Constant 2. Candidius 3. Junius 4. Nuyts 
出處：第5章第2節
備註：

155.（1）西拉雅族群流傳下來的土地租借、買賣與借貸等契約文書，稱為下列哪一文書？ 1. 新港文書 2. 麻豆文書 3. 蕭壟
文書 4. 目崗文書 
出處：第5章第2節
備註：

156.（4）西元1628年發生「濱田濔兵衛事件」時，當時的荷蘭長官是誰？ 1. Constant 2. Candidius 3. Junius 4. Nuyts 
出處：第5章第2節
備註：

157.（2）「濱田濔兵衛事件」是從哪一個地方開始？ 1. 蕭壟社 2. 新港社 3. 麻豆社 4. 大目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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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第5章第2節
備註：

158.（1）西元1623年，荷蘭哪位高級商務員曾前往蕭壟社，這也是荷人和平埔族居民的第一次接觸？ 1. Constant 2.
Candidius 3. Junius 4. Danker 
出處：第5章第2節
備註：

159.（4）荷蘭時期，田地所有權屬荷蘭當局，稱為什麼？ 1. 官田 2. 井田 3. 洪田 4. 王田 
出處：第5章第2節
備註：

160.（3）荷蘭時期，首先在一鯤身(鯓)建立的第一條街是什麼街？ 1. 府前街 2. 府中街 3.  延平街 4. 赤崁街 
出處：第5章第2節
備註：

161.（1）西元1624年荷人據臺，首先在一鯤身(鯓)建立的是哪一座城堡？ 1. 熱蘭遮城 2. 普羅民遮城 3. 新港城 4. 鹿耳門城 
出處：第5章第2節
備註：

162.（2）16世紀初哪兩個歐洲海洋霸權國家，同時向台灣展開侵略？ 1. 西班牙、葡萄牙 2. 西班牙、荷蘭 3. 葡萄牙、荷蘭
4. 英國、荷蘭 
出處：第5章第2節
備註：

163.（1）荷蘭時期，承包番社交易的機構是什麼？ 1. 社商 2. 人頭司 3. 番頭司 4. 郊 
出處：第5章第3節
備註：

164.（4）荷蘭時期，由於苛虐之政，終於爆發哪一事件？ 1. 朱一貴 2. 林爽文 3. 戴潮春 4. 郭懷一 
出處：第5章第3節
備註：

165.（3）荷蘭時期，哪一位傳教師曾教導新港社人種稻，且大有成效？ 1. Constant 2. Candidius 3. Junius 4. Nuyts 
出處：第5章第3節
備註：

166.（4）荷蘭時期，漢人渡海來臺，進入平埔部落，以何物為交易的主要目標？ 1. 稻米 2. 甘蔗 3. 茶 4. 鹿皮 
出處：第5章第4節
備註：

167.（2）台南縣政府利用廢置的佳里糖廠規劃一處保留當地平埔文化特色的園區，請問該文化園區的名稱為何？ 1. 新港
文化園區 2. 蕭壟文化園區 3. 目加溜灣文化園區 4. 大目降文化園區 
出處：第5章第5節
備註：

168.（3）平埔族社會沒有自己的首領統治，只有名義上的何項機構來解決一些困難問題？ 1. 學校 2. 教堂 3. 議會 4. 宗祠 
出處：第5章第5節
備註：

169.（1）17世紀初，大批漢人移民入臺，除了荷蘭當局獎勵外，又與何人廣招中國閩籍鄉親至臺開墾有關？ 1. 鄭芝龍 2. 
高拱乾 3. 福康安 4. 蔣元樞 
出處：第5章第5節
備註：

170.（4）平埔族社會未漢化前，男人並不從事農作，其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1. 傳教 2. 經商 3. 採礦 4. 狩獵 
出處：第5章第5節
備註：

171.（4）「新港文書」是研究台南縣平埔文化一項非常珍貴的史料，請問該文書是哪一平埔族所創造？ 1. 噶瑪蘭族 2. 道
卡斯族 3. 鄒族 4. 西拉雅族 
出處：第5章第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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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72.（1）明鄭時期的政權中心「普羅民遮城」為今日的何地? 1. 赤崁樓 2. 億載金城 3. 安平古堡 4. 南門城 5. 北門城
出處：第6章第1節
備註：

173.（1）明鄭時期在南部地區設置天興縣，位於下列那一個地方？ 1. 佳里興 2. 新營市 3. 台南市 4. 新化鎮 
出處：第6章第1節
備註：

174.（1）康熙3年（1664），鄭經於何地戰敗，從此失去中國據點、退守台灣，並開始積極開發台灣？ 1. 金廈 2. 南京 3. 
廣東 4. 北京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75.（2）明鄭時期，東寧初建，都城街道參差，民居簡陋，陳永華為壯觀瞻，在何處建窯教工匠燒磚瓦？ 1. 歸仁 2. 柴頭
港 3. 大目降 4. 六甲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76.（4）哪一個人在台灣開闢第一口鹽場，教民眾引海水曬鹽？ 1. 施琅 2. 丘逢甲 3. 劉永福 4. 陳永華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77.（1）明鄭時期，哪一個人從福建引入新品種白甘蔗及製糖方法，並集中於嘉南推廣？ 1. 陳永華 2. 郁永河 3. 劉永福 4. 
施琅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78.（2）近年轟動考古界的十三窯，位於今日台南縣的哪一鄉鎮？ 1. 仁德鄉 2. 歸仁鄉 3. 新化鎮 4. 左鎮鄉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79.（4）鄭成功開台參軍陳永華來到台南縣何地後，開始"教匠燒瓦"，鄭氏軍民於是落地生根，開墾土地? 1. 下營鄉 2. 新
市鄉 3. 新化鎮 4. 六甲鄉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80.（2）明鄭時期，陳永華在天興州以南的何地開闢了第一畝鹽田? 1. 安平港 2. 台南瀨口 3. 潮州 4. 鄭子寮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81.（4）台灣最早的曬鹽場，在台灣的哪一個地區？ 1. 東北部 2. 西北部 3. 東南部 4. 西南部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82.（3）鄭成功的海外貿易是以何處為中心，所建立的亞洲貿易網路？ 1. 台北 2. 台中 3. 台南 4. 高雄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83.（4）台灣最早的曬鹽場，位在台灣的哪一個地區？ 1. 東北部 2. 西北部 3. 東南部 4. 西南部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84.（1）明鄭時期，英船萬丹號和珍珠號首先自何地抵達台灣，進而打通台灣貿易之路？ 1. 安平 2. 新店 3. 鹿耳門 4. 曾文
溪口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85.（3）鄭成功的海外貿易是以何處為中心，建立起亞洲貿易網路？ 1. 台北 2. 台中 3. 台南（南瀛） 4. 高雄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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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西元1672年，英國在何地設立台灣商館，使得台南一地一直扮演著東亞貨物的集散地? 1. 安平 2. 曾文溪 3. 鹿耳
門 4. 新營市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87.（2）目前台南縣十三窯所掘出的磚瓦古物等，陳列於何處展示？ 1. 左鎮化石館 2. 歸仁仁壽宮 3. 下營關帝廟 4. 故宮博
物院 
出處：第6章第2節
備註：

188.（3）台南縣的”柳營”舊名曾被稱為？ 1. 軍營 2. 柳樹營 3. 查畝營 4. 前營 5. 壯丁營
出處：第6章第3節
備註：

189.（2）明鄭時期，在現今哪一鄉鎮的南方有"坐駕"及"右先方(鋒)"等地名，很可能是明鄭某高官要員巡蒞此地，"坐駕右
先鋒"而得名？ 1. 新化鎮 2. 善化鎮 3. 新市鄉 4. 左鎮鄉 
出處：第6章第3節
備註：

190.（2）台南縣六甲鄉的那一地方，為著名的酪農牧場區，且因紀念領軍開墾的參軍而得名? 1. 柳營 2. 林鳳營 3. 新營 4. 
下營 5. 左營
出處：第6章第3節
備註：

191.（5）明鄭時期，軍隊屯田地點有許多在台南縣，以下何者為非？ 1. 新營 2. 左鎮 3. 下營 4. 二鎮 5. 新鎮
出處：第6章第3節
備註：

192.（1）明鄭時期，陳永華在今日的台南縣六甲、官田鄉一帶開墾，其地稱為？ 1. 參軍莊 2. 將軍莊 3. 官田莊 4. 威武莊 
出處：第6章第3節
備註：

193.（1）當鄭成功率大軍登陸台灣之後，在他巡視西拉雅四大社時，發現平埔族人過著什麼生活模式? 1. 粗放式的獵耕生
活 2. 集中式的放牧生活 3. 精緻農業生活 4. 畜牧生活 
出處：第6章第3節
備註：

194.（1）明鄭時期水利開築形式中「相對地勢之下者，築堤瀦水或截溪流」，稱為什麼？ 1. 陂 2. 潭 3. 湖 4. 坑 
出處：第6章第4節
備註：

195.（1）明鄭時期，新豐里可以先各地而春耕，係因哪一個水利設施的功勞？ 1. 弼衣潭 2. 草潭 3. 鯽魚潭 4. 荷蘭埤 5. 香
洋潭
出處：第6章第4節
備註：

196.（1）明鄭時期的水利設施"弼衣潭"，位於現今台南縣的哪一鄉鎮市？ 1. 關廟鄉 2. 永康市 3. 新市鄉 4. 新營市 5. 新化
鎮
出處：第6章第4節
備註：

197.（4）明鄭時期，台南縣的水利建築背景，以下何者為非？ 1. 鄭氏鼓勵屯墾 2. 地形氣候受到限制 3. 粗放式的農業經營
4. 放牧業的需要 
出處：第6章第4節
備註：

198.（3）昔有「香洋春耨」景緻美稱的地方，是指下列哪個地方？ 1. 六甲鄉香洋村的烏山頭 2. 歸仁鄉香洋村的公爺陂 3. 
關廟鄉香洋村的弼衣潭 4. 新化鎮香洋村的虎頭埤 
出處：第6章第5節
備註：

199.（4）下列關於開發的人與地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1. 明鄭部將何積善、范文章開發新營市太子宮、鐵線橋 2. 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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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山巖是明鄭部將林鳳闢建 3. 沈光文曾在今新化一帶教授平埔族小孩漢文 4. 山上鄉是明鄭部將余士龍開墾之地 
出處：第6章第5節
備註：

200.（1）台南縣永康市目前行政區域大略涵蓋明鄭時期24里中的哪些里？ 1. 永康、長興、武定 2. 永康、永豐、新豐 3. 永
康、保大、安定 4. 永康、崇德、廣儲 
出處：第6章第5節
備註：

201.（3）下列有關台南縣境內古今地名的對照與源由，何者是錯誤的？ 1. 歸仁鄉武東村舊名「?豬厝」，是因「開基厝」
之音訛轉而來 2. 白河舊名「店仔口」，是因為當地舊時曾是一處供人歇腳的店仔，後來漸次發展成市集 3. 柳營舊稱「查
某營」，乃因當地曾經是許多陣亡將士遺孀聚居之處 4. 永康市的烏林村舊稱「烏鬼橋」，相傳烏鬼是荷蘭人帶來的小黑人

出處：第6章第5節
備註：

202.（2）台南縣境內哪些地區，因為明鄭時期嚴格規定不可混圈或侵占平埔族土地，致當時較少有漢人聚落產生？ 1. 白
河、東山、新營、後壁 2. 佳里、麻豆、善化、新化 3. 西港、七股、北門、安定 4. 下營、鹽水、學甲、柳營 
出處：第6章第5節
備註：

203.（3）在鄭成功轉進台灣之初，清政府為阻絕鄭氏的資源和兵源，曾經在東南沿海實施何種政策？ 1. 在沿海屯兵，加
強軍備 2. 招降納叛，斷絕其海上交通網 3. 下遷界令，堅壁清野 4. 策反台灣島內平埔族，裡應外合 
出處：第6章第5節
備註：

204.（1）麻豆鎮旁的水堀頭相傳是一龍脈地穴，是目前國內熱門的觀光景點，這地方最早曾是什麼？ 1. 麻豆港的船頭塢
2. 平埔族的漁獵區 3. 平埔族的公廨 4. 明鄭部將的屯墾區 
出處：第6章第5節
備註：

205.（3）善化慶安宮內設有哪個歷史人物的神像，每年中秋節都會奉行專祀祭典？ 1. 鄭成功 2. 陳永華 3. 沈光文 4. 鄭經 
出處：第6章第5節
備註：

206.（4）想要了解明鄭時期的歷史，可以從下列哪些古籍中得到較詳實完整的資料？ 1. 周鍾瑄《諸羅縣志》、黃叔璥《
台海使槎錄》 2. 孫元衡《赤崁集》、藍鼎元《東征集》 3. 高拱乾《台灣府志》、郁永河《裨海記遊》 4. 江日昇《台灣外
記》、楊英《從征實錄》 
出處：第6章第6節
備註：

207.（2）對於沈光文的敘述，下列何者是錯誤的？ 1. 曾任明朝太僕寺少卿官職 2. 因作賦譏諷鄭克塽，得罪權貴 3. 曾在目
加溜灣社教授平埔族小孩漢文 4. 與友人組東吟社，堪稱是台灣第一個詩社 
出處：第6章第6節
備註：

208.（4）《台灣府志》〈土番風俗〉描述的平埔族風俗，下列何者是錯誤的？ 1. 不懂得使用曆法 2. 喜歡在身上刺青，所
刺文字多為荷蘭文 3. 重女輕男，男生長大後出贅於女方 4. 雖不知自己生日，但懂得祭拜祖先 
出處：第6章第6節
備註：

209.（2）「同群擔負行，野花頭插滿。」這是沈光文的詩句，旨在描述什麼？ 1. 平埔族勇士 2. 平埔族婦女 3. 平埔族孩童
4. 平埔族的狩獵情形 
出處：第6章第6節
備註：

210.（4）道光以後，台南地區身為全臺經濟中心的角色不再，下列哪一個不是關鍵因素？ 1. 1860年開港後，貿易擴大不
再局限於兩岸  2. 倒風與臺江兩內海逐漸淤塞 3. 北部茶、樟腦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凌駕南部所產的蔗糖 4. 官員貪污舞弊嚴重 
出處：第7章第1節
備註：

211.（3）下列哪一個港口是清代初期，台南地區重要的經貿港口，也是兩岸間經貿往來的正口？ 1. 麻豆港 2. 鹽水港 3.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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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門 4. 倒風港 
出處：第7章第1節
備註：

212.（4）清代時期，台灣歷次文職統治機構的調整，其關鍵性的考量因素是治安與哪一個因素？ 1. 經濟 2. 政治 3. 社會 4. 
國防 
出處：第7章第1節
備註：

213.（3）下列哪一個地方是清代初期台南地區重要的政治重心之一，諸羅縣典史衙門及北陸參將衙門曾設於此？ 1. 佳里
2. 善化 3. 佳里興 4. 新營 
出處：第7章第1節
備註：

214.（1）「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是時人用以描繪清代臺地四大口岸的地位與榮華，此中「四月津」係指今日台南縣
何處？ 1. 鹽水港 2. 安平港 3. 鐵線橋港 4. 茅港尾港 
出處：第7章第1節
備註：

215.（4）清代時期，台灣南北貿易輸出結構不同，各領風騷，台南地區曾以哪一項作物而傲居全臺經濟中心？ 1. 茶 2. 樟
腦 3. 蕃薯 4. 糖蔗 
出處：第7章第1節
備註：

216.（2）中法戰爭之後，哪一位政治人物盱衡臺地全局，規劃將全臺分為臺北、臺灣及臺南三府，至此台南地區不再是全
臺政治中心？ 1. 沈葆楨 2. 劉銘傳 3. 劉璈 4. 丘逢甲 
出處：第7章第1節
備註：

217.（3）下面哪一項是清代時期(康雍乾三朝)台南地區最為重要的水利興築模式？ 1. 業戶 2. 漢番合築 3. 知縣助民 4. 莊民
合築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18.（3）清初移墾時期，下列哪兩個港可以上溯八掌溪流域進行拓墾？ 1. 布袋嘴、鐵線橋港 2. 西港、卓加港 3. 鹽水港、
汫水港 4. 麻豆港、灣港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19.（2）清代初中期，倒風三港可提供墾民上溯哪一流域進行開發？ 1. 曾文溪 2. 急水溪 3. 二仁溪 4. 將軍溪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20.（2）下列哪一個地方是清代社學教化麻豆社番之處？ 1. 護濟宮 2. 麻豆文昌祠  3. 萬福宮 4. 關帝廟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21.（1）以清代台南地區漢番融合為例觀察，西拉雅族群的社會文化受到漢化影響而變遷，其中最為關鍵的層面是什麼？
1. 番童教育 2. 婚姻方式 3. 衣著 4. 生產方式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22.（2）清代時期，官方實施哪一項措施，以漢文化為標準，使西拉雅平埔族群文化面臨摧折與變遷？ 1. 賜姓 2. 番童教
育 3. 漢番通婚 4. 服飾漢化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23.（1）下列哪一項不是清代台南地區主要的水利設施？ 1. 圳 2. 陂 3. 塘 4. 潭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24.（4）西拉雅族群成為大清子民後，所面臨的首要經濟困境是什麼？ 1. 生產方式改變 2. 典賣土地 3. 使用貨幣 4. 輸餉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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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25.（2）下列哪一個不是清代台南地區水利開發所帶來的相關效應？ 1. 土地扶養力增加 2. 人口男女比例不平均 3. 稻作栽
培日益普遍 4. 聚落與街市增加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26.（3）清代水利開發之後，對台南地區農作經營影響最大且是農業生產結構的轉變，其中最重要的是哪一種農作物的栽
培？ 1. 玉米 2. 糖蔗 3. 稻作 4. 花生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27.（2）下面哪一個不是康熙末期台南地區形成的山麓市鎮？ 1. 店仔口街 2. 下茄苳街  3. 關帝廟街 4. 焦吧哖街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28.（1）清初府城以外，台南地區最早出現的街市是哪一個？ 1. 灣裡街 2. 鹽水港街 3. 麻豆街 4. 新港街 
出處：第7章第2節
備註：

229.（3）麻豆林文敏家族自第2代起，即屢獲科甲功名，在地方上地位逐漸提昇，與官方也逐漸建立穩固關係，更透過下
列哪一種手段的經營，進而加強了林家在麻豆的領導勢力？ 1. 開設錢庄  2. 救濟貧苦 3. 參與地方公益事業 4. 開設武館 
出處：第7章第3節
備註：

230.（1）林文敏初始落腳麻豆發展，經商致富後，他特別注意哪一件的經營，使其家族得以脫胎換骨，成為地方領導士紳
，林家因而更加茁壯發展？ 1. 子孫的教育 2. 購買田地 3. 加強投資其它產業 4. 經營慈善事業 
出處：第7章第3節
備註：

231.（2）所謂開臺祖宗族的特徵，除了在臺繁衍幾代、成立祭祀公業、奉祀開臺祖、分家以抓鬮決定外，各房派間的血緣
聯繫及權利義務，可以由什麼方面來加以查證與規範？ 1. 契約書 2. 族譜 3. 家書 4. 訴狀 
出處：第7章第3節
備註：

232.（3）下面哪一項指標對於清代時期台南地區宗族的發展具有象徵性意義？ 1. 設立學堂 2. 參與地方事務 3. 成立祭祀公
業 4. 經營產業 
出處：第7章第3節
備註：

233.（4）宗族的成長是移民於台地拓墾定住後發展的自然結果，來自閩漳龍溪烘頭社，今已傳11世，成為大內鄉第一大姓
的是哪一個宗族？ 1. 林姓 2. 趙姓 3. 黃姓 4. 楊姓 
出處：第7章第3節
備註：

234.（1）下列何者為清代麻豆地區林文敏家族學堂故址？ 1. 麻豆慈惠堂 2. 麻豆文昌祠  3. 保安宮  4. 關帝廟 
出處：第7章第3節
備註：

235.（3）下面哪一項不是清代台南地區漢人移墾社會的特質？ 1. 民變與分類械鬥是社會治安問題的呈現 2. 公權力薄弱 3. 
人口結構極正常，男女比例差不多 4. 游民為害嚴重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36.（1）清代台南地區民變事件中，「張丙之亂」與「劉卻案」初始發生的地點，是今日台南縣哪一鄉鎮？ 1. 白河鎮 2. 
善化鎮 3. 後壁鄉 4. 西港鄉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37.（3）清中葉以後，台南地區漢人移墾社會的游民問題日趨嚴重，下面哪一個與游民產生的原因無關？ 1. 彼岸移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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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湧入南瀛地區 2. 無業可執、無田可耕之移民，鋌而走險淪為社會邊緣人 3. 官方常執行掃黑專案 4. 南瀛耕地的產生跟不
上移民人口增加的速度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38.（4）分類械鬥呈現的是漢族群彼此間的敵對關係，以下哪一項不是清代台南地區的分類械鬥？ 1. 漳泉械鬥 2. 異姓械
鬥  3. 同業械鬥 4. 漳客械鬥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39.（4）清代台南地區民變的高峰點在哪一個時間，它說明了此一時間台南縣地區漢人社會衝突不斷及社會再整合的狀況
？ 1. 嘉慶 2. 乾隆 3. 咸豐 4. 道光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40.（2）下面哪一個答案表現出的意涵，是清代臺灣移墾社會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政治矛盾？ 1. 分類械鬥 2. 民變 3. 
爭水爭地 4. 結盟拜會盛行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41.（3）19世紀末葉 ，台南地區異姓械鬥頻傳，如光緒8年(1882)學甲堡曾有兩氏族的械鬥，即頭港庄的吳姓與中洲庄的
哪一氏族發生的械鬥？ 1. 莊姓 2. 黃姓 3. 陳姓 4. 謝姓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42.（4）觀察清代台南地區的民變，以郭光侯案與張丙案為例，可以發現以下哪一項是產生這兩種民變的最關鍵因素？ 1.
天災頻頻 2. 班兵械鬥 3.  外來力量介入 4. 吏治不良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43.（1）清代台南地區共發生兩次閩粵械鬥，第一次為「朱一貴事件」中以朱氏的閩人集團與杜君英的粵人集團之爭鬥；
第二次的閩粵衝突則是哪一次亂事？ 1. 張丙之亂 2. 劉卻案 3. 蔡牽之亂 4. 黃教案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44.（2）清代台南地區社會動亂的「變亂結構」中，除了劣官、悍民外，還有哪一種人？ 1. 生番 2. 腐兵 3. 平埔族 4. 商人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45.（3）清嘉慶年間，台南縣熱鬧的「舊社街」發生械鬥，失敗的一方後來被迫退出「舊社街」，在今「山西宮」一帶另
建「關帝廟街」，這是一次典型的不同祖籍別械鬥，請問這是哪兩個漢人族群的武力鬥爭？ 1. 閩粵械鬥 2. 異姓械鬥 3. 漳
泉械鬥 4. 漳客械鬥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46.（4）清代時期，台南地區民變共發生26件，歷次民變中扮演重要而負面角色的是下列哪一個？ 1. 班兵 2. 平埔族 3. 客
人 4. 游民 
出處：第7章第4節
備註：

247.（4）下列哪一個地名，不是因清代產業文化之故而得名？ 1. 鹽行 2. 菁寮 3. 南廓 4. 麻豆 
出處：第7章第5節
備註：

248.（1）清乾隆時期，台南地區商業貿易鼎盛 ，因而產生幾個行郊密集的街市，南以臺南府城為最，北則以台南縣哪一
個街市最為重要？ 1. 鹽水港街 2. 麻豆街 3. 茅港尾街 4. 鐵線橋街 
出處：第7章第5節
備註：

249.（2）根據盧嘉興的研究 ，清代台南地區鹽產業的興衰變遷，主要是受到哪一個因素影響？ 1. 地震 2. 水患 3. 火災 4. 
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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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第7章第5節
備註：

250.（4）清代臺灣有4大鹽場，因受自然災害的影響，幾經遷移，最後遷至今嘉義縣布袋與台南縣的何處？ 1. 七股鄉 2. 鹽
水鎮 3. 將軍鄉 4. 北門鄉 
出處：第7章第5節
備註：

251.（3）臺灣之有鹽田，始於明鄭時期 ，請問最早係何人在瀨口開闢鹽田曬鹽？ 1. 劉國軒 2. 楊英 3. 陳永華 4. 馮錫範 
出處：第7章第5節
備註：

252.（1）清代時期，生產蔗糖的工場主要是糖廓，而依資金與組織的方式，台南地區的糖廓主要是下列哪一種？ 1. 牛掛
廓 2. 頭家廓 3. 公家廓 4. 牛部廓 
出處：第7章第5節
備註：

253.（4）地名是歷史的活化石，今日台南縣留存的許多古地名中，嵌有哪一個字可以做為早年糖產業輝煌歷史的見證？ 1.
洲 2. 營 3. 社 4. 廓 
出處：第7章第5節
備註：

254.（3）台南地區的糖產業始於何時？ 1. 清代以後  2. 明鄭時期 3. 荷蘭時期 4. 日本時期  
出處：第7章第5節
備註：

255.（2）清康熙末期 ，諸羅縣縣令周鍾瑄於《諸羅縣志》一書中 ，曾生動的描繪甘蔗生產的時間與季節性 ，請問當時每
年從農曆幾月份開始，直至次年的3、4月是甘蔗生產的重要時段？ 1. 7月 2. 10月 3. 8月 4. 9月 
出處：第7章第5節
備註：

256.（3）鹽水港護庇宮、下茄苳泰安宮、鐵線橋通濟宮、麻豆護濟宮、安定湄婆宮，以上這些廟宇都是清代台南縣極為重
要的廟宇，請問其主祀神明為何？ 1. 臨水夫人 2. 五府千歲 3. 媽祖(天上聖母) 4. 觀音佛祖 
出處：第7章第6節
備註：

257.（4）下面哪一座廟宇不是台南縣於清代所形成的厲鬼信仰？ 1. 善化百二甲老大人公廟 2. 白河崎內義人廟  3. 南鯤鯓萬
善祠 4. 佳里興震興宮 
出處：第7章第6節
備註：

258.（3）清代台南地區移墾時期，產生眾多民間宗教信仰，這些信仰都具有強烈的功能性 ，比如說：媽祖具有海上保護
神的色彩，土地公是農業保護神，而保生大帝具有怎樣的神格？ 1. 瘟神 2. 財神 3. 醫療神 4. 生育神 
出處：第7章第6節
備註：

259.（1）清代台南縣，鹽水港媽祖是保佑行船平安的「船頭媽」，此一現象與下列何者有關？ 1. 行郊 2. 官員 3. 讀書人 4. 
一般百姓 
出處：第7章第6節
備註：

260.（3）下面哪一項民俗活動，是清代麻豆地區頂、下街的「迎暗藝」活動？ 1. 宋江陣 2. 蜈蚣陣 3. 麻豆十八媱 4. 牛犁陣

出處：第7章第6節
備註：

261.（3）光緒11年(1885)後，出現於鹽水港地區的蜂炮，其起源最為可能的說法是哪一項？ 1. 歡迎嘉慶君  2. 戲鬥煙火 3. 
驅逐瘟疫 4. 反清復明 
出處：第7章第6節
備註：

262.（2）清代時期，台南縣文教的發展始於康熙一朝，其後，文風日益發展，科甲人物輩出；請問至何時士紳階層終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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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成為地方上的領導階層？ 1. 雍正朝 2. 乾隆朝 3. 道光朝 4. 嘉慶朝 
出處：第7章第6節
備註：

263.（1）書院的出現，對於一地文教的發展，具有一定象徵性的意義，乾隆46年(1781)，台南縣北陸的鹽水港出現了哪一
座書院，影響鹽水港地區文教的發展？ 1. 奎壁書院 2. 海東書院 3. 南湖書院 4. 蓬壺書院 
出處：第7章第6節
備註：

264.（2）清代台南地區的哪一種信仰，可以反映出移墾開發時期，人們崇鬼尚巫懼其作祟及不忍其曝屍路野的民胞物與情
懷？ 1. 王爺信仰 2. 厲鬼信仰 3. 土地公信仰 4. 玄天上帝信仰 
出處：第7章第6節
備註：

265.（4）移墾時期，廣為農民所崇祀，並具有農業保護神的色彩，這是清代台南地區的何種信仰？ 1. 王爺 2. 媽祖(天上聖
母) 3. 保生大帝 4. 土地公 
出處：第7章第6節
備註：

266.（1）日本時期擔任保正一職，至少可管轄幾戶呢？ 1. 100戶 2. 200戶 3. 300戶 4. 400戶 
出處：第8章第1節
備註：10戶為1甲，10甲為1保。

267.（3）日本時期所推行的三段警備制中，負責山地治安的單位為何？ 1. 警察、壯丁團 2. 警察、憲兵 3. 軍隊、憲兵 4. 憲
兵、壯丁團 
出處：第8章第1節
備註：山地由軍隊、憲兵負責；山地與平地之中間地帶由憲兵、警察負責；村落與城市由警察負責行政及警備。

268.（2）日本時期，匪徒刑罰令是依據何條文所制訂的？ 1. 三一法 2. 六三法 3. 法六號 4. 法三號 
出處：第8章第1節
備註：為兒玉源太郎總督於1898年依據六三法所制訂。

269.（2）被稱為「竹篙山之神」的人是誰？ 1. 翁煌南 2. 林崑岡 3. 陳子鏞 4. 徐驤 
出處：第8章第2節
備註：因林崑岡戰死於竹篙山。

270.（4）日人在面對台人的起義時，常採取的策略不包含哪項？ 1. 清庄政策 2. 懷柔之計 3. 武力鎮壓 4. 賜予官位 
出處：第8章第2節
備註：

271.（1）不屬於日本時期的政治文化運動之團體為何？ 1. 大明慈悲國 2. 月津吟社 3. 虎溪吟社 4. 文化協會 
出處：第8章第2節
備註：大明慈悲國為余清芳所立。

272.（3）日本時期，台灣民眾改採政治文化運動以取代武力抗爭運動的原因為何？ 1. 六甲事件死傷慘重 2. 世界民生主義
思潮的瀰漫 3. 民族自決與民主政治思想的影響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8章第2節
備註：玉井事件的影響；世界民族主義思潮瀰漫。

273.（3）下列哪位人物不曾參加過南瀛地區的文化協會？ 1. 吳三連 2. 蘇新 3. 林崑岡 4. 黃朝琴 
出處：第8章第2節
備註：林崑岡於乙未抗日時即戰死。

274.（2）日本時期，台人抗日，余清芳透過何種手段來號召群眾？ 1. 經濟 2. 宗教 3. 教育 4. 武力 
出處：第8章第2節
備註：

275.（2）日本時期，「關帝廟事件」發生的原因為何？ 1. 受到中國廣東起義的鼓舞 2. 日本殖民政權壓榨百姓 3. 羅臭頭欲
報殺父之仇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8章第2節
備註：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李阿齊欲報殺父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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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4）日本時期，「焦吧哖事件」又稱為什麼事件？ 1. 玉井事件 2. 余清芳事件 3. 西來庵事件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8章第2節
備註：

277.（4）嘉南大圳完成後，農民卻對大圳及3年輪灌制有所排斥，在各項致使農民排斥的原因中，以哪項最讓農民反感？
1. 不給予水路及地上物補償 2. 強制農民輪作 3. 強迫農民組織實行小組合 4. 水租負擔過重 
出處：第8章第3節
備註：當初總督府為不刺激物價而以公共埤圳方式建設大圳，但龐大的工程費卻也就因此轉嫁到農民的手裡。

278.（2）嘉南大圳完工後，地主抗納地租情事時有所聞。昭和5年(1930)，嘉南大圳組合將新化郡善化庄六分寮土地編入大
圳區域，且強制農民成立實行小組合與限期繳納水租，該地地主與農民即組織哪個團體加以抵抗？ 1. 台南州地主會 2. 業
佃協和會 3. 懇親會 4. 嘉南大圳鬥爭委員會 
出處：第8章第3節
備註：新化郡善化庄的地主、農民於3月中旬向州知事與總督府陳情，大圳組合曾派小原技師前往溝通，但不能讓地主安
心，之後地主與農民即組織了「業佃協和會」，向大圳組合抗議。

279.（3）日本時期，嘉南大圳對於3年輪灌的描述，下列何者是不正確的？ 1. 三年輪灌是因應大圳供水不足而採取的配套
措施 2. 輪灌區劃分是以150甲為一灌區，每灌區再分為三個50甲的小灌區 3. 每50甲小灌區內必須組織實行小組合 4. 灌區內
的給水配水業務由實行小組合負責 
出處：第8章第3節
備註：灌區土地約以每150甲（公頃）的面積劃為一給水區單位。每一給水區組織實行小組合負責管理，自行管理小水路
的維護及灌溉用水之分配。

280.（1）日本時期，嘉南大圳工程原預定1926年完工，卻因為一些因素而延至1930年才竣工，下列哪項是影響大圳工程進
度最主要的因素？ 1. 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財政緊縮 2. 農民對工程的反對 3. 工程本身十分艱鉅 4. 世界性經濟不景氣 
出處：第8章第3節
備註：大圳工程原本預定在大正15年（1926）就可以完工，不料大正12年（1923）9月，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財政緊縮
，經費籌撥發生問題，工程也因此延緩。

281.（2）在嘉南大圳各項工程中，哪項工程最為艱鉅？ 1. 烏山頭水庫工程 2. 烏山嶺隧道工程 3. 北幹線和南幹線給水工程
4. 濁水溪流域取水口工程 
出處：第8章第3節
備註：隧道工程於大正11年（1922）6月開工，12月6日發生爆炸，傷亡超過50人，設計一再變更，短短3公里餘的隧道工
程歷時7年多才完工。

282.（1）下列何者不是現今嘉南農田水利會的前身？ 1. 公共埤圳烏山頭水利組合 2.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 3. 公共埤圳官
佃溪埤圳組合 4. 嘉南大圳水利組合 
出處：第8章第3節
備註：

283.（1）嘉南大圳設計者是下列何人？ 1. 八田與一 2. 後藤新平 3. 新渡戶稻造 4. 藤山雷太 
出處：第8章第3節
備註：

284.（3）日本時期，在嘉南大圳即將完工之際，大圳員工曾組織一個團體，以紀念竣工及日後聯繫，請問這個團體的名稱
是什麼？ 1. 圳友會 2. 大圳竣工會 3. 交友會 4. 懇親會 
出處：第8章第3節
備註：

285.（4）烏山頭水庫因其形狀特殊，因而又被稱為什麼？ 1. 虎頭潭 2. 日月潭 3. 樹枝潭 4. 珊瑚潭 
出處：第8章第3節
備註：

286.（2）日本時期，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後，今台南縣境亦成立數個支部，其中以哪個支部最有力量？ 1. 北門支部 2. 曾文
支部 3. 新營支部 4. 下營支部 
出處：第8章第4節
備註：

287.（3）在日治時期蔗農對製糖會社的抗爭或爭議中，以哪項原因最為主要？ 1. 土地侵奪 2. 會社磅秤不公 3. 蔗農對會社
收購甘蔗價格不滿 4. 以警察來脅迫種蔗 
出處：第8章第4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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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2）在現今台南縣境內，溪南地區的糖廠多屬於日治時期哪個製糖會社的？ 1.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 2. 台灣製糖株式會
社 3. 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 4.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出處：第8章第4節
備註：灣裡（臺南善化糖廠），三崁店（臺南永康糖廠），車路墘（臺南仁德糖廠）等製糖工廠都為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所
有。

289.（1）下列哪個是日本時期第一個製造出「耕地白糖」的製糖會社工廠？ 1.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岸內廠 2. 明治製糖株
式會社總爺廠 3. 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灣裡廠 4. 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溪洲廠 
出處：第8章第4節
備註：

290.（3）日治初期，總督府視發展糖業為台灣經濟之要務，下列何者不是總督府獎勵糖業發展的政策？ 1. 特設臨時台灣
糖務局 2. 頒布台灣糖業獎勵規則 3. 砂糖官營 4. 品種改良 
出處：第8章第4節
備註：「砂糖官營論」主要是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投資失當，會社虧空嚴重，會社主要人物乃賄賂勾結國會代議士，提出
「砂糖官營論」，企圖引誘政府接收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想藉著產權轉移，矇蔽會社虧空破產的內幕。

291.（2）明治34年(1901)，新渡戶稻造來台，之後新渡戶巡視全台並綜其考察各國的殖民政策，向總督府提出一份文件，
台灣新式製糖及以此文件為藍圖次第開展，請問這份文件名稱為何？ 1. 台灣糖業獎勵規則 2. 糖業改良意見書 3. 製糖廠取
締規則 4. 糖業殖產方略 
出處：第8章第4節
備註：「糖業改良意見書」陳述臺灣的糖業現狀、宜產糖理由、糖業改良方法，以及政策上的急務等要項。

292.（4）日本時期，發生在柳營庄的「深耕犁事件」中，哪位地主因北上向台北辯護士協會申訴而遭到拘捕？ 1. 劉明朝
2. 劉文陣 3. 劉神嶽 4. 劉明電 
出處：第8章第4節
備註：

293.（4）下列哪間不是日治末期的四大製糖會社？ 1. 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 2. 台灣製糖株式會社 3. 明治製糖株式會社 4. 帝
國製糖株式會社 
出處：第8章第4節
備註：日治末期，臺灣製糖事業由明治、鹽水港、臺灣與大日本4家製糖會社所瓜分。

294.（1）七股鹽場的南鹽區主要是因應何種情況而建立的？ 1. 為因應戰爭所引發的工業用鹽需求 2. 欲建立台灣新式製鹽
業 3. 欲阻斷中國鹽的進口 4. 為了供應日本與朝鮮用鹽之需要 
出處：第8章第5節
備註：為因應戰爭需求，因而有南日本鹽業株式會社的成立，該會社於布袋﹑七股﹑烏樹林等地闢建鹽灘。南鹽會社於七
股闢建的鹽區即今七股鹽場1至7區，別稱南鹽區。

295.（4）有關日治時期台灣鹽業的發展，下列哪項敘述是錯誤的？ 1. 統治初期為收攬人心，曾一度廢除專賣制度 2. 鹽業
的發展主要來自總督府的主導 3. 南日本鹽業株式會社的成立背景主要源於日本軍事用鹽的需求 4. 北門鹽場的開闢始於日
治時期 
出處：第8章第5節
備註：北門鹽場於清朝時期即已開闢。

296.（3）清朝時期，台灣鹽場常因什麼原因而遷移變動？ 1. 沿岸海流侵蝕 2. 人為過度開墾 3. 洪水與風災 4. 沿岸海砂淤積

出處：第8章第5節
備註：

297.（1）下列哪個鹽灘不是北門鹽場所屬的鹽灘？ 1. 西寮鹽灘 2. 井仔腳區鹽灘 3. 蚵寮區鹽灘 4. 王爺港鹽灘 
出處：第8章第5節
備註：北門鹽場共分井仔腳﹑北門﹑中洲﹑蚵寮﹑王爺港五大鹽灘。

298.（2）下列何者不是合資成立「南日本鹽業株式會社」的會社？ 1. 台灣製鹽株式會社 2. 台南拓殖株式會社 3. 日本鹽業
株式會社 4.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 
出處：第8章第5節
備註：

299.（4）哪一項不是日本時期臺人就學率低的主要原因？ 1. 臺人多希望孩子留在家中幫忙家計 2. 各校學區過大，學生通
學困難 3. 殖民政府實施差別待遇，影響臺人就學意願 4. 重男輕女的觀念使然 
出處：第8章第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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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重難輕女的觀念並非就學率偏低的主要因素。

300.（3）日本時期，哪一年頒布的台灣教育令，使得台灣的教育，由雙軌制變成了單軌制？ 1. 大正7年 2. 大正8年 3. 大
正11年 4. 大正13年 
出處：第8章第6節
備註：大正11年(1922)頒布新台灣教育令為消彌內(日本)臺差異的教育政策。

301.（2）「軍事勝利之後，下猛藥之後，止痛劑是需要的。」日本殖民當局口中所謂的止痛劑為何？ 1. 社會措施 2. 教育
措施 3. 經濟措施 4. 文化措施 
出處：第8章第6節
備註：

302.（4）日治時期專為臺灣人設的小學統稱為什麼學校？ 1. 小學校 2. 中學校 3. 初學校 4. 公學校 
出處：第8章第6節
備註：日本人讀的是小學校，台灣人讀的是公學校。

303.（3）日本時期保留至今最完整的電姬戲院在哪一鄉鎮？ 1. 新營市 2. 鹽水鎮 3. 麻豆鎮 4. 新化鎮 
出處：第8章第7節
備註：

304.（2）台南縣目前留存最為整的仿巴洛克街道建築在哪一區？ 1. 新營區 2. 新化區 3. 新豐區 4. 曾文區 
出處：第8章第7節
備註：新化老街為最完整之仿巴洛克街道，位於新化區。

305.（2）對台灣仿巴洛克建築特色描述何者為非？ 1. 房屋立面多為花草鳥獸等吉祥物 2. 十分注重採光與通風 3. 內部主體
結構以木頭插榫搭建 4. 大多為民宅與商街住家 
出處：第8章第7節
備註：因多為店街道形態的洋樓，所以採光不足，通風亦不良。

306.（3）日本時期臺南地區都市計畫的項目哪項沒包括在內？ 1. 街路 2. 水路 3. 圖書館 4. 官公署 
出處：第8章第7節
備註：

307.（1）何者不是日本初期台灣主要的街鎮形態？ 1. 格子型 2. 一字型 3. 十字型 4. Ｙ字型 
出處：第8章第7節
備註：格子型街道為日治後期都市計劃後才形成之街道形式。

308.（3）哪一鄉鎮在日本時期尚未實施都市計畫？ 1. 新營 2. 鹽水 3. 安定 4. 學甲 
出處：第8章第7節
備註：

309.（4）下列哪一項是日本時期台灣都市計畫的相關法令？ 1. 台灣家屋建築規則 2. 台灣都市計畫令 3. 台灣下水道規則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8章第7節
備註：

310.（4） 日本時期，楊逵的哪篇作品被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譽為「使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達到尖峰」？ 1.  鬥(湊)鬧
熱 2.  台灣連翹 3. 寒夜三部曲 4.  送報伕 
出處：第8章第8節
備註：

311.（4） 日本時期，創立「台陽美術協會」，也是台灣廣告設計的先驅和工藝美學的推動者是誰？ 1.  劉啟祥 2.  李秋禾
3.  何金龍 4.  顏水龍 
出處：第8章第8節
備註：

312.（2） 日本時期，台南縣「鹽分地帶文學團體」成立於什麼時候？ 1.  昭和9年(1934) 2.  昭和7年(1932) 3.  昭和10
年(1935) 4. 昭和5年(1930) 
出處：第8章第8節
備註：

313.（1） 日本時期傳統詩社中，下列哪一團體成立最早？ 1.  嶼江吟社 2. 月津吟社 3. 綠社 4. 虎溪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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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第8章第8節
備註：

314.（4） 日本時期的新文學，何人以〈亡妻記〉被黃得時先生譽為〈台灣浮生六記〉？ 1. 郭水潭 2. 王登山 3. 楊逵 4.  吳
新榮 
出處：第8章第8節
備註：

315.（3）著有《金川詩草》，被稱為「三台才女」之一的鹽水鎮女詩人是誰？ 1. 洪權 2.  陳哮 3.  黃金川 4. 李步雲 
出處：第8章第8節
備註：

316.（2）日本時期藝文活動，何人著有《茅港尾記略》、《憚園筆譚》、《閩粵詩草》，並被日人刑為「違反出版法」文
字獄？ 1. 林泮 2. 黃清淵 3. 黃文楷 4. 王炳南 
出處：第8章第8節
備註：

317.（1）「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新營鎮長沈瓊南的作為是什麼？ 1. 維持治安、保護外省人 2. 北上抗議 3.  請國軍進駐 4.
走避他處 
出處：第9章第1節
備註：

318.（2）黃朝琴後期對台灣的貢獻主要是在什麼領域？ 1. 媒體文化 2. 金融經濟 3. 體育 4. 科技 
出處：第9章第1節
備註：

319.（1）在選舉時曾提出「反攻無望論」，並對台南縣的民主意識啟迪做出貢獻的是誰？ 1. 謝三升 2. 黃朝琴 3. 胡龍寶 4. 
劉博文 
出處：第9章第1節
備註：

320.（3）台南縣初期地方自治的選舉結果，比較容易受到哪一種因素影響？ 1. 自由主義 2. 社會主義 3. 派系操控 4. 經濟波
動 
出處：第9章第1節
備註：

321.（4）揭開台南縣白色恐怖序幕的第一個政治案件是什麼？ 1. 大內案 2. 下營案 3. 玉井案　 4. 麻豆案 
出處：第9章第1節
備註：

322.（3）台南縣籍的菁英湯德章在「二二八事件」被槍決後，高等法院後來判予什麼刑期？ 1. 無期徒刑 2. 死刑 3. 無罪 4.
20年徒刑 
出處：第9章第1節
備註：

323.（1）早期省議會有「五虎一鳳」，其中哪一人是台南縣籍人士？ 1. 吳三連 2. 郭雨新 3. 許世賢 4. 李萬居 
出處：第9章第1節
備註：

324.（3）第一位以在野黨身份當選台南縣長的是哪位？ 1. 李雅樵 2. 蘇煥智 3. 陳唐山 4. 高育仁 
出處：第9章第1節
備註：

325.（4）陳水扁總統的故鄉是台南縣何處？ 1. 麻豆鎮西庄 2. 六甲鄉西庄 3. 七股鄉西庄 4. 官田鄉西庄 
出處：第9章第1節
備註：

326.（1）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於民國幾年？ 1. 36年 2. 37年 3. 35年 4. 38年 
出處：第9章第1節
備註：

327.（3）對於台南縣努力的經濟發展計畫，下列哪一項是錯誤的？ 1. 設立「蘭花生物科技園區」 2. 在大新營工業區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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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科技園區 3. 規劃2007年台灣博覽會 4. 成立「永康創意設計園區」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28.（4）台南縣的商業類別，大多以哪三類所佔的比例最高？ 1. 買賣業、製造業、營造業 2. 買賣業、餐飲業、服務業 3. 
餐飲業、製造業、營造業 4. 買賣業、製造業、服務業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29.（2）台南科學園區，設置於台糖道爺和善化農場，是台南縣哪兩個鄉鎮？ 1. 善化鎮、安定鄉 2. 新市鄉、善化鎮 3. 新
市鄉、新化鎮 4. 善化鎮、山上鄉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30.（3）民國60年代(1971)，台南縣最有名的藤製外銷品，是哪一鄉鎮的產業？ 1. 山上鄉 2. 新營市 3. 關廟鄉 4. 永康鄉(市)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31.（2）下列有關戰後台南縣工業發展的階段順序，何者是正確的？ 1. 第一次進口替代→第二次進出口替代→出口導向
2. 第一次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第二次進出口替代 3. 出口導向→第一次進口替代→第二次進出口替代 4. 出口導向→第二
次進出口替代→第一次進口替代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32.（1）戰後政府實施土地改革及發展什麼經濟政策，奠定今日台南縣的經濟基礎？ 1. 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
業 2. 以工業培養農業，以農業發展工業 3. 以農業培養商業，以商業發展農業 4. 以商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商業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33.（4）台南縣政府重視產業文化活動的推動，其目的為何？ 1. 活絡當地經濟 2. 振興地方產業 3. 保存傳統文化 4. 以上皆
是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34.（3）台南科學園區發展的重點，不包含哪一項？ 1. 微電子精密機械 2. 半導體 3. 運輸倉儲 4. 農業生物技術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35.（2）因「白河蓮花節」的成功，台南縣府提出什麼政策，成功塑造地方產業文化的特色？ 1. 文化農業化，農業文化
化 2. 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 3. 文化地方化，地方文化化 4. 文化觀光化，觀光文化化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36.（4）台南縣目前在農業作物的質量及種類上，皆有長足的進步，這是因為實施哪些農業政策？ 1. 推動稻田轉作 2. 發
展精緻農業 3. 實施地區農業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37.（4）台南縣目前已開發完成的工業區，不包含下列哪一處？ 1. 新營工業區 2. 官田工業區 3. 永康工業區 4. 新化工業區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38.（1）台南縣最早提出「產業文化」的口號，是民國84年(1995)的哪個文藝季？ 1. 走馬瀨之春 2. 白河蓮花節 3. 新化番
薯節 4. 安定蘆筍節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39.（3）政府在民國40年代(1951)，提出哪一個改革措施，是農業發展迅速恢復的主要因素？ 1. 農業改革 2. 水利改革 3. 
土地改革 4. 農具改革 
出處：第9章第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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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340.（4）民國80年(1991)，台南縣被指定為全台西部唯一辦理地區農業先驅計畫的示範縣，希望達到什麼預期效果？ 1. 生
產農業化 2. 生活現代化 3. 生態自然化 4. 以上皆是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41.（1）在台南縣工業發展的哪一階段，其工業形態以勞力密集、技術簡單、加工層次較低的基本工業為主？ 1. 第一次
進口替代 2. 出口導向 3. 第二次進出口替代 4. 貿易自由化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42.（1）台南縣的農地重劃，使農業經營走向現代化，最早的農地重劃，是由何處開始？ 1. 仁德大甲 2. 後壁土溝 3. 柳營
八翁 4. 將軍苓仔寮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43.（3）台南縣多年來推動產業文化的活動，使各鄉鎮形成「一鄉一特產」的格局，下列哪一鄉鎮的特產是錯誤的？ 1. 
白河蓮子 2. 官田菱角 3. 歸仁鳳梨 4. 麻豆文旦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44.（1）戰後初期台南縣的經濟發展，基本上是以發展什麼為主的經濟形態？ 1. 農業 2. 工業 3. 商業 4. 高科技 
出處：第9章第2節
備註：

345.（2）台南縣獼猴自然生態保育區位於南化鄉的何處？ 1. 大凍山 2. 烏山 3. 崁頭山 4. 梅嶺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46.（4）全台歷史最悠久的呂洞賓廟，是東山鄉的哪一座寺廟？ 1. 大仙寺 2. 碧雲寺 3. 慈濟宮 4. 孚佑宮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47.（3）台南縣社區總體營造蓬勃發展，社區內以<台灣詩路步道>為主題特色是哪一個社區？ 1. 東山高原社區 2. 七股龍
山社區 3. 鹽水田寮社區 4. 後壁長安社區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48.（3）聞名全台的七股鹽山，屬於何種觀光遊憩資源？ 1. 自然 2. 人文 3. 產業 4. 人工主題園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49.（2）南瀛12個生態環保綠網，其中小南海水庫湖泊生態位於哪一個社區？ 1. 安定中沙 2. 後壁嘉田嘉民 3. 南化關山 4. 
東山高原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50.（3）台南市快速都市發展，使得台南縣位於台南都會區周邊的鄉鎮市，成為台南都會區的製造業生產基地，這些鄉鎮
不包含哪裡？ 1. 永康 2. 仁德 3. 安定 4. 歸仁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51.（4）哪個不是第二高速公路在台南縣內設立的交流道？ 1. 白河 2. 烏山頭 3. 關廟 4. 東山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52.（1）哪一座寺廟是全台王爺信仰的總廟，其分香廟宇和祭祀範圍遍及全台？ 1. 南鯤鯓代天府 2. 學甲慈濟宮 3. 新營太
子宮 4. 鹽水大眾廟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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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4）台南縣有名的平埔族夜祭不包含哪裡？ 1. 頭社 2. 東河 3. 六重溪 4. 麻豆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54.（3）台南縣日本統治時期曾置廳治於此，後因地形變遷，港口淤塞，逐漸式微的城鎮是哪一個鄉鎮(市)？ 1. 新營 2. 六
甲 3. 鹽水 4. 麻豆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55.（1）享譽全球的保育鳥類黑面琵鷺，每年定期造訪台南縣何地潟湖? 1. 七股 2. 北門 3. 將軍 4. 佳里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56.（1）台南縣鄰台南市周邊的鄉鎮市，現今面臨的問題不包含哪一項？ 1. 人口外流 2. 發展失續 3. 環境惡化 4. 公共設施
不足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57.（4）台南縣每年民俗活動不包含以下何種活動？ 1. 上白礁 2. 燒王船 3. 平埔族夜祭 4. 炸寒單爺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58.（2）荷蘭統治以前，台南縣平埔族聚居之地不包含哪一個地區？ 1. 麻豆 2. 新營 3. 佳里 4. 新化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59.（3）哪一座寺廟可以欣賞到葉王交趾陶的作品？ 1. 善化慶安宮 2. 白河大仙寺 3. 佳里興震興宮 4. 新營太子宮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60.（2）高速鐵路在台南縣唯一的設站，位於何處？ 1. 永康 2. 歸仁 3. 關廟 4. 仁德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61.（4）對於台南縣每年產業文化活動內容，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1. 麻豆文旦節 2. 玉井芒果節 3. 官田菱角節 4. 東山蓮花
節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362.（2）台南縣傳統農業社會裡，是民眾聚會場所，也是民眾活動中心，兼具典祀、經濟、娛樂、協調及教育等多重功能
的地方是哪裡？ 1. 公園 2. 寺廟 3. 學校 4. 市場 
出處：第9章第3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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