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台灣(史前-國際競爭) 清領時期 日治時期 當代台灣 

 

 
台 
 
灣 
 
史 

1. 以出土文物判斷時代(殘缺人骨

→戰爭、陶罐→新石器時代)93 
2. 大坌坑文化(定居小型聚落，廣及

華南)101 
3. 西部考古遺跡少的原因(人口

多)103 
4. 考古文物與東南亞類似(海外貿

易)104 
5. 帄埔族的祀壺信仰 107 
6. 荷勸西退出基隆 93 
7. 荷蘭人築城(用火砲，控制原住

民)98 
8. 荷治時期申請執照捕獵、交人頭

稅 100 
9. 荷蘭引進耕牛(設牛頭司)101 
10. 荷蘭在紐約與台灣殖民共同商

品(獸皮)104 
11. 由史料判斷荷蘭嶼原住民的衝

突 108 
12. 由史料判斷荷蘭時期台灣原住

民「村社」以發展出稻作農業 108 
13. 由交易商品看貿易地點(鹿皮：台

灣安帄)108 
14. 南京之役後的鄭成功(廈門→台

灣)104 
 
 
 

1. 施琅恭陳台灣棄留疏 97 

2. 前期：兩岸分工 92 
3. 前期：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 95 
4. 前期台灣收入不敷所用(掌稅戶不多)95 
5. 土牛堆(漢番地界)98 
6. 朱一貴事件後允許百姓以木為柵 99 
7. 清領前期的清莊聯甲(防止遊民擾亂)99 
8. 清領前後各區人口變化(表格)95 
9. 漳泉潮州移民者分布(圖示)107 
10. 清領時期械鬥(土地糾紛)108 
11. 移民來台者重視血緣連結 103 

12. 由廟宇匾額看出早期聚落的血緣色彩
(林厝)108 

13. 由廟宇匾額看出移民者來自漳州(開漳
聖王)108 

14. 由廟宇匾額看出人民對國家的義務(褒
忠)108 

15. 漳泉考生來台應試(台灣有保證名額)104 
16. 王爺信仰：燒王船(圖示：西南沿海)107 
17. 開港後的台灣街景 93 

18. 中法戰爭(凸顯台灣的位置重要)103、105 
19. 林爽文事件(史料：下淡水)105 
20. 牡丹社事件(史料)106 
21. 牡丹社事件後的日軍公告 101 
22. 日軍侵台前後，行政區改變(圖)94 
23. 由行政區演變判讀為沈葆楨時期(圖)94 
24. 清領後期科技(劉銘傳時期：照相)95 
25. 清領後期開山撫番 96 

26. 清領後期改善財政(劉銘傳)97 

27. 清領後期茶工房林立(台北府)100 
28. 中國開港後由南洋輸入稻米影響台米 98 
29. 開港後，外國要求台灣官員嚴辦教案 104 
30. 以電燈出現判斷時代為 1880 年代 106 
31. 割讓日本前後，統治者態度的改變 95 
 

1. 台民剪辮、放足的原因(辛亥革命)103 

2. 公學校、小學校 91 
3. 新式糖廠(降低收購價格)92 
4. 米糖價格受管制顯示台灣為殖民地經濟 97 
5. 日治糖廠規定：用溝渠者以甘蔗折價繳納(掌

控原料，控制蔗價)100 
6. 總督府管控輸日米價，穩定日米市場 105 
7. 製糖會社的經濟剝削 106 
8. 日治初期城市人口(1905 尚無高雄)97 
9. 日治初請仕紳遊內地(加強對日了解)100 
10. 日治以公債取消大租權，擴大徵稅對象 101 

11. 日本出書分享台灣警察制度的成功 92 
12. 人口統計表格判別族群(原住民變化不

大)102 
13. 原住民遷村管理 96、97 
14. 戶籍地址(土地調查事業)98 
15. 以保甲連坐法鎮壓武裝抗日 103 
16. 以戶籍制度紀錄人民屬於哪一保甲與是否

吸食鴉片 93 
17. 閩粵族群分布圖(地圖)100 

18. 以剪辮，說國語(日文)判斷地點 107 
19. 鴉片管理(對日本人特別嚴厲)97 
20. 台灣民報(推行白話文)94 
21. 鐵路港口的建設→對外貿易增加 94 
22. 內地延長主義 94 
23. 內地延長時的日台就學比例(表格)95、96 
24. 內地延長以國語教育讓台灣瞭解日本 96 
25. 內地延長時期(田健治郎：一視同仁)102 

26. 日月潭發電所完工對台灣電力的影響 98 

27. 皇民化(蘆溝橋後，國語運動、改姓名)93 
28. 皇民化(正廳改善運動)97 
29. 皇民化廢報紙的漢文欄 99 
30. 皇民化(奉公團)100 
31. 二戰時出現英美加等國戰俘 103 
32. 台灣人前往東北(滿州國)教授日文 96 
33. 始政四十年博覽會(邀請滿州國團體)102 
34. 戰時台灣被徵調作戰、運糧食到前線 104 
35. 日本在台推動工業化，資助日本發展 105 

36. 印尼發現躲藏的高砂義勇軍 107 
37. 皇民化(國語運動)91 

1.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改革台灣省政、撤銷

專賣、保障集會)100、102 
2. 韓戰(第七艦隊協防台灣)96、107 
3. 舊金山和會討論台灣主權(兩岸未參加)107 
4. 三七五減租解決佃農佔六成的問題 103 
5. 耕者有其田(以股票、債券補償)91、104 
6. 耕者有其田(表格：佃農數量減少)106 
7. 台灣農會信用部，解決農業借貸問題 93 
8. 工業化下，南部民眾北上就業 93 
9. 由表格判斷北中南高都會區 99 
10. 台北人口維持高成長率的主因(經社發展)99 

11. 50 年代的經改成果(土地改革、進口替代)102 
12. 50 年代以高利息刺激儲蓄，減緩通膨 106 
13. 60 年代的美援 101 
14. 民國 57 年 1968 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圖表)108 
15. 70 年代的鄉土文學(著重現實)101 
16. 雷震《自由中國》批評總統不得一再連任 103 
17. 美麗島事件(打破黨禁的動力)91 
18. 施琅的歷史地位因兩岸政策而有所不同 103 
19. 以農業出洋爭取非洲支持聯合國席位 105 

20. 中美斷交後的台灣關係法 98 
21. 美國軍售台灣新式戰機 106 
22. 由地名來看解嚴後對多元族群的尊重(三民

→那瑪夏)108 
 
 
 
 

 



 史前到先秦 秦漢到隋唐 宋元明清 清末 民國建立到當代中國 

 

 
 
中 
 
國 
 
史 

1. 古代中國多元並立(三星

堆)98 
2. 殷商(二重證據)91 
3. 商甲骨文真偽(無土地契

約)101 
4. 殷商文化傳承(干支紀

時)94 
5. 西周宗族(族長可發動戰

爭)97 
6. 西周封建重血緣親疏 93 
7. 春秋帄民崛貣(子產鑄刑

書)101 
8. 春秋時代(天子與諸侯關

係)106 
9. 戰國農民擁有土地所有

權 99 
10. 戰國富國強兵(重不違農

時)100 
11. 戰國古物判斷(無佛

像)104 

12. 戰國政府企圖對遊士的
管理 93 

13. 戰國編戶齊民(賦稅)96 
14. 先秦思想(荀子)91 
15. 先秦思想(墨家)92 
16. 先秦思想(韓非子)95 
17. 消失的城市(陝西省)97 
18. 爵位影響分配(數學)98 

1. 秦漢郡縣長官由中央任命 102 
2. 漢代批評秦代的強制分家 93 
3. 西漢批評秦朝過度役使民力 97 
4. 漢朝郡國(眾建諸侯)92 
5. 漢代郡國(中央地方緊張)104 
6. 漢武帝的均輸帄準 105 
7. 漢武尊儒的政治意圖(大一統)93 
8. 漢武帝獨尊儒(家、法)術 94 
9. 董仲舒：天人感應 108 
10. 漢代社會間差異大(血緣地緣)99 
11. 東漢道教出現(神以方術)107 
12. 漢唐外族(史料)91 
13. 曹操用人唯才 95 
14. 三國吳因戰亂調查戶口 107 
15. 西晉占田令 103 
16. 東晉南朝官員的安於逸樂 94 
17. 南朝(僑郡僑縣)92 
18. 南北朝用人(資籍不當)99 
19. 北魏沿用門閥(保障鮮卑族)100 
20. 北朝漢化後的紛爭 105 
21. 魏晉儒學失創造力(規劃政治)96 
22. 魏晉違反禮法阻礙仕途 96 
23. 隋煬帝親征高麗造成叛亂 96 
24. 隋唐關隴世族 91 
25. 隋唐坊市分離 91、98 
26. 隋唐科舉的影響(遠鄉)93 
27. 隋唐沾染夷狄之風 95 
28. 隋唐運河(華中→華北)106 
29. 隋唐三省制 99 
30. 唐代古文運動(批評魏晉駢文)97 
31. 唐代兵力部署西北關隴為主 106 
32. 唐代強調祖先(世族)102 
33. 唐代均田 91 
34. 唐代中國文化圈(日本京都)103 
35. 琵琶行中的文化差異(無音樂)108 
36. 唐兩稅法(物價下跌)92 
37. 晚唐商業漸繁榮，銅錢不足 101 
38. 最早市舶司：唐代 105 
39. 五代政權交替頻繁 95 
40. 唐宋科舉對社會流動的影響 95 
41. 唐宋時的外國商人(阿拉伯)107 
42. 唐宋外商購買商品(絲瓷)107 
43. 唐僖宗遭大臣蒙蔽(史料：通鑑)107 
44. 唐末北宋：北方外族興貣(文字)108 
45. *魏晉世族與宋代科舉的比較 98 

1. 唐宋庶民文化(經濟結構改變)96 
2. 宋坊市分離、重心南移 92 
3. 由史料判讀宋代貿易商品 108 
4. 宋明理學 94 
5. 北宋百年無戰爭夜市出現 104 
6. 北宋經濟重心南移(商業市鎮)101 
7. 宋代兵制(募兵，強化禁軍)104 
8. 西夏文(敦煌出土)95 
9. 宋明理學的影響(女子守節)98 
10. 四書集注的成書與影響 94 
11. 南宋高宗海上避難(靠海建都)107 
12. 元代戶計制 104 
13. 元代重修運河明代重新疏通 103 
14. 元蒙古王公反對漢化 103 
15. 明太祖以民族宗教號召建國 97 
16. 明代內閣 91、106 
17. 明代專制(明太祖反孟子)92 
18. 明代新作物導致長江氾濫 92 
19. 明代廢相 93、95 
20. 明代外患(蒙古韃靼)95 
21. 羅教漕運船夫 96 
22. 明代傳入美洲作物(菸草)96 
23. 明清職業結構(重工商)92、106 
24. 鄭和下西洋(規模、範圍)105 
25. 明代朝貢貿易(印尼瓷器)97 
26. 明清婦女半邊天(棉紡織業)99 
27. 明代湖廣種植稻米 100 
28. 明代君權高漲(廷杖)102 
29. 明代皇權專制商品經濟繁然 104 
30. 明清科舉(八股，四書集注)104 
31. 明代生員(仕紳)的特權 105 
32. 由外族名稱得知為明代(紅毛)108 
33. 明清西洋傳教士(技術)→工部 105 
34. 明代科舉困難出現紳商 107 
35. 明清傳教士傳來新技術(油畫)107 
36. 明清人口增加原因 91 
37. 明代菸草引進中國後的狀況 105 
38. 清代西學東傳(傳教士繪畫)99 
39. 清末耶穌會傳教士(地圖、阿拉伯數

字)108 
40. 清初西學東傳三藩之亂 103 
41. 清評明加稅原因(南北外患)107 
42. 殷商甲骨文(清代發現)95 
43. 清代海禁遷界以防鄭氏 96 
44. 傳統政治的特質 100 
45. *魏晉世族與宋代科舉的比較 98 

1. 中：天下秩序 VS 西：主權國家

98 
2. 清末白銀外流銀價上漲 100 
3. 清末鴉片傳入白銀外流 96 
4. 中國開港前世界相關史事(判

斷時代法國大革命)97 
5. 鴉片戰爭(協定關稅)101 
6. 改革層面順序 91 
7. 清中葉帄亂漢人修宗譜 96 
8. 太帄天國(男女帄等)97 
9. 美國門戶開放政策 92 

10. 共和 VS 帝制(史料)93 
11. 清末對新文化的態度 94 
12.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 94、

100、105 
13. 清末對外族稱呼的轉變 95 
14. 清末興女學(培育後代)100 
15. 清末架設電報有助於國防 108 
16. 開港後的教案 107 
17. 教案→義和團事件 92 

18. 八國聯軍(北京使館安危)104 
19. 日本明治維新對中國影響(甲

午戰爭)105、102 
20. 日俄戰爭(東北長春)96 
21. 立憲時張之洞禁革命書籍 102 
22. 清末社會(清除鴉片流弊

等)106 
23. 清末民初新式教育 99 

24. 清末「雲帆可轉東吳粳」：海運

取代槽運 108 
25. 排列順序(中體西用→新文化

→文革)106 

1. 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反孔孟)98 

2. 新文化運動(新名詞：教育)104 
3. 新文化運動(反帝國侵

略)102、103 
4. 新文化運動(白話文)93 
5. 山東青島→五四運動 91、101 
6. 山東青島(日本租借)92 
7. 民初擴大學校教育，用以培養

人才 108 
8. 德國贊助南方軍政府 94 
9. 蘇俄以反帝國拉攏中國 103 

10. 西藏遭英國入侵 93 
11. 南北分裂 94 
12. 十年建設(航空業出現)96 
13. 剿共期間共黨要求共抵外侮

102 
14. 日本企圖拉攏張學良(東

北)106 
15. 抗戰時日本攻擊英美軍艦 95 
16. 汪精衛親日政權 92 

17. 國共內戰時各方要求和談 100 
18. 國共內戰(美國調停)102 
19. 民國開放清檔案重解文字獄

102 
20. 現代考古彌補史料的不足 107 
21. 排列順序(中體西用→新文化

→文革)106 
22. 大煉鋼 94 

23. 大躍進(人民公社五年計劃)97 

24. 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 99 
25.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 101 
26. 尼克森訪問中國(中美破

冰)105 

 



 上古(-476 年)、中古(476-13 世紀) 近代 14-18 世紀(文藝、科學、啟蒙) 近代(19 世紀) 近現代(一二戰) 當代(冷戰至今) 

 

 
 
世 
 
界 
 
史 

1. 西亞政權順序 98 

2. 西亞文化延續的關鍵(楔形文
字)100 

3. 西亞亞述浮雕 104 
4. 古埃及農業定耕 101 
5. 印度婆羅門、耆那、佛教共同

點(輪迴)98 
6. 耆那教的特色 104 
7. 從對亞歷山大的看法來判斷

史家的觀點 104 
8. 君士坦丁米蘭詔令(宗教寬

容)106 
9. 巴爾幹半島(多宗教衝突)93 
10. 伊斯蘭對飲食文化的改變 97 
11. 拜占庭帝國(千年帝國)99 
12. 跨三洲帝國(地中海南北)107 
13. 中古封建制度 98、101 
14. 中世紀米蘭(羊毛集散地)105 
15. 地理大發現前航海圖(無美

洲)100 

16. 神聖羅馬帝國 101 
17. 十字軍東征(贖罪券)102 
18. 比薩(義大利)在十字軍東征期

間成為阿拉伯拉攏的對象 106 
19. 阿拉伯人占領西班牙 105 
20. 馬來西亞、印尼流行「巴剎」：

阿拉伯語 108 
21. 鄂圖曼帝國疆域(地圖)106 

22. 教宗自認是彼得的繼承人 107 

1. 文藝復興(希臘羅馬，人，承先啟

後)91、94、98、101、102 
2. 文藝復興(小冊子，印刷)106 
3. 大航海時代(香料)93 
4. 西班牙摧毀南美洲文明 91 
5. 南洋群島(香料→橡膠)98 
6. 16 世紀普遍相信地圓說 99 
7. 16 世紀英西貿易競爭 98 
8. 西班牙(海貿、與教廷合作)101 
9. 哥倫布航海的初衷(香料)105 
10. 16 世紀盛行航海(圖片)107 

11. 航海時代麻六甲的地位改變 102 
12. 17 世紀西班牙商人(佛郎機)107 
13. 神羅王位繼承(航海：西)97 
14. 君權神授(英詹姆士一世)102 
15. 彼得大帝西化運動 102 
16. 宗教改革(舊教贖罪)106 
17. 宗教改革(海外傳教)97 
18. 宗教改革(英國擺脫羅馬公教)108 
19. 亞當斯密：國富論 91 

20. 看不見的手：市場運作 91 
21. 洛克天賦人權(契約)99 
22. 開明專制(辦教育)103 
23. 美國獨立原因(徵稅)106 
24. 法國大革命→民族主義 91 
25. 法國大革命(斷頭台)91 
26. 法國大革命時的各式衝突 95 
27. 17、18 世紀革命口號 98 

28. 圈地運動(引進美洲作物)104 

29. 工業革命：原因圈地運動 91 
30. 工業革命(資產取代貴族)94 
31. 西方讚嘆中國道德治國、以知識

份子為官(中國風)99 
32. 組成英國的依據：聯合法 108 
 
 
 
 

1. 「新」帝國主義 91 

2. 新帝國主義(歐洲自我中心)97 
3. 新帝國主義在中南美發展 106 
4. 電燈科技的出現 93 
5. 冷凍技術(跨洲交易)92 
6. 蘇伊士運河縮短航時 97、103 
7. 民族主義→反殖民、軍國 93 
8. 德義國家統一(科學家生帄)93 
9. 社會主義(費邊社)94 
10. 社會主義(理想)107 
11. 沙龍→咖啡廳(大眾文化)94 

12. 英國議會選舉(下議院議員)96 
13. 英國對殖民地的影響(右駕)97 
14. 英國國會的教育改革法案 103 
15. 南洋群島(香料→橡膠)98 
16. 英國的均勢原則 98 
17. 被殖民的印度(求自治)99 
18. 各國農業人口百分比(表格)99 
19. 俄國農奴問題 101、102 
20. 日本鎖國前後情形 105 

21. 日本德川幕府時代(蘭學)98 
22. 日本近代第一個不帄等條約(神

奈川條約)100 
23. 日本以清末中國為警惕 108 
24. 日本：脫亞入歐論 91 
25. 白澳(社會達爾文主義)102 
26. 巴爾幹半島(歐洲火藥庫)103 
27. 拿破崙法典(自由帄等、遵守法

律，熱愛國家)105、101 

28. 拉丁美洲獨立原因(啟蒙)94 
29. 十九世紀東南亞的殖民(強迫種

植制度)105 
30. 1848 年的二月革命，促成德義

兩國統一 108 
31. 克里米亞戰爭時的情勢 106 
32. 克里米亞戰爭(記者、護士)96 
33. 普法戰爭的兵力與影響 107 
34. 以煤燈判定為 19 世紀中，日本

佔領台灣(時代判定)95 
35. 門羅宣言(反奧地利干預美洲)98 

1. 二十世紀初的科技發展 95 

2. 二十世紀初日本藉明治維新
與列強簽訂帄等新約 95、99 

3. 一戰(德法俄口號)94 
4. 一戰前德國加強海軍 99 
5. 一戰運兵的描述 101 
6. 一戰後巨額賠款的影響 103 
7. 一戰前後婦女就業情形 105 
8. 一戰後的德國通膨 96 
9. 1917 美國加入一戰 95 
10. 德國一、二戰間領土變化 93 

11. 奧匈帝國(民族多元)91、102 
12. 動物農莊(俄國十月革命)92 
13. 經濟大恐慌後的發展指數 93 
14. 經濟大恐慌下的紐約 101 
15. 希特勒鼓吹法西斯主義(民

族、威權)91 
16.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94 
17. 德蘇瓜分波蘭 94 
18. 蘇聯史達林的計劃經濟 96 

19. 二十世紀前半的德國(經歷過
二戰，與相關科技)99 

20. 二戰前後的法國(經濟遭破
壞)104 

21. 二戰時日德對美國的批評 96 
22. 二戰日本佔領新加坡 97、103 
23. 二戰歐陸僅剩英能對抗德 97 
24. 二戰最迅速傳播(廣播)92 

25. 二戰前德國承認滿州國 100 

26. 二戰前日本在東亞的侵略
103、104 

27. 二戰時美國占領關島，建立
空軍基地 108 

28. 關島周遭國家屬於亞太經
合、東南亞國協範疇 108 

29. 二戰各國傷亡人數(蘇聯)103 
30. 立體派畫風 94 

1. 二戰後的越南獨立 95 

2. 二戰後英國對埃及的態度 96 
3. 二戰後德奧分區占領 102 
4. 二戰後的全歐通膨 105 
5. 二戰後出現以阿衝突 91 
6. 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中美共同

防禦條約的背景(台灣未加入
東南亞公約組織)108 

7. 華人前往馬來西亞所經歷的殖
民史(英→日→獨立)92 

8. 猶太人回巴勒斯坦建國 99 

9. 美國殖民菲律賓的藉口 100 
10. 美洲聯合國會員早期最多 93 
11. 非洲聯合國會員後期最多 93 
12. 甘地與金恩博士(非暴力)98 
13. 金恩博士種族帄等 104 
14. 曼德拉反對種族隔離 107 
15. 波蘭加入北約(蘇聯解體)101 
16. 波蘭歷史(抗伊、瓜分、復國、

占領、重建)107 

17. 印度現況(信仰、語言)105 
18. 南斯拉夫中的非單一族群 94 
19. 南斯拉夫分裂原因 94 
20. 後現代主義(多元文化)94 
21. 蘇聯過度重視中央集權導致經

濟萎縮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