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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填填看: 

1. 受到（  ）的阻擋，人們想從臺灣西部

翻越到東部比較困難，因此早期移居臺灣

的人們，大多選擇西部（  ）的平原、

盆地或台地等地形居住與發展，形成居民

眾多的聚落。 

2. 地形（  ）、靠近（  ），以及自然資

源較豐富的地方，較能吸引人們居住。 

3. 臺灣位處（  ）板塊和（  ）板塊的

交界，因此地震發生次數多。 

4. 臺灣島因板塊擠壓，形成一個（  ）

長、（  ）窄的島嶼。 

5. 我們一般將沒有（    ）的時代，稱為

「史前時代」。  

6. 中國、日本、南韓（韓國）往（  ）亞

的貨櫃船，都要經過臺灣海峽。 

7. 由於臺灣位於（     ）遷徙路線的中

間，加上適宜的氣候、多樣化的地形，提

供適合的棲地，吸引眾多（     ）來

此休憩覓食、度冬或繁殖。 

8. 除了荷蘭人占領臺灣南部之外，西班牙人

也在西元１６２６年登陸臺灣北部

（  ）的社寮島（今和平島），並在當

地及（  ）等地建立城堡，作為貿易的

據點。 

9. 鄭成功在赤崁（今臺南市 中西區）設立

（  ），成為第一個由漢人統治臺灣的

政權。 

10. 荷蘭人治理臺灣的時期，召募漢人來臺

開墾，種植（  ）和（  ）。但為了

籌措財源，增加新的稅收項目，加上徵收

人員仗勢欺人，導致部分漢人不滿，因此

爆發了（     ）事件。這個事件發生

後，荷蘭人興建（       ）城來擴大

防衛區域。 

11. 西班牙人在臺灣建了兩座城堡，第一座

是在雞籠 社寮島的（       ），第二

座是在淡水的（        ），而第二座

城堡經過各方多次重建後，成為今日淡水

（        ）。 

12. 大航海時代，荷蘭人在臺灣傳播

（  ）教，西班牙人傳播（  ）教。 

 

13. 鄭成功死後，（   ）繼位，由

（    ）輔佐，治理臺灣並推動各項政

策。 

14. 隨著（  ）使用不斷增加，也會造成

（  ）問題。因此政府會設立（  ） 

，保護自然環境，有些居民也會主動參與

維護環境的活動。 

15. 臺灣西部海岸早期移民在岸邊平地建立

聚落。有些居民會就近（  ），有些則

會利用沿海空間來發展（  ）、（  ）

等產業活動。 

16. 臺灣地形非常多樣，不同的種類各具特

色，包含地勢高聳的（  ）地形；地勢

起伏不平的（  ）地形；四周高而中間

平坦的（  ）地形；地勢稍高且頂部平

坦的（  ）地形；地勢平坦廣闊的

（  ）地形。 

17. 平原是臺灣主要的農業生產地帶，在東

半部有（  ）平原、（  ）平原。 

18. 從十三行遺址發現的遺物和遺跡推測，

當時石器的種類相對減少，反映出當時

（  ）的使用逐漸取代石器。 

19. 從十三行遺址的出土文物，可以發現當

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就會配戴玉石飾品，

有些精美的玉器還會成為主人死後的

（  ）。 

20. 住在西部海岸、平原或丘陵地區的原住

民族， 目前稱這些原住民族為（  ）。

自十七世紀以來，這個原住民族因地理位

置的關係，較早接觸到漢人和外國人。 

21. （  ）港位於臺灣西南海岸，是亞洲

及歐 美間海運運輸的重要國際轉口港，

貨櫃裝卸量高。 

22. 高雄港是（  ）最大的國際港，西邊

是臺灣海峽、南邊是（  ）海峽，擁有

優越的地理位置。 

23. 從（  ）港周邊往來頻繁的海運，可

以發現臺灣交通位置的重要性。 

24. 臺灣的位置及適宜的（  ）、多樣化

的地形，不僅使臺灣的生態豐富，還擁有

多樣的自然（  ），同時也適合農業發

展，所以從古至今都有許多（  ）從臺

灣輸出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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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後來隨著航運技術的進步，歐洲人為了

發展東方貿易也來到臺灣，更確認了臺灣

的位置在國際（  ）、（  ）往來上的

重要性。 

26. 由於臺灣地理位置重要，十六世紀以

來，許多來自（  ）與（  ）的海

商，會到臺灣進行貿易，十七世紀時，

（  ）人和（  ）人也先後來到臺灣

建立貿易據點。 

27. 荷蘭人招募大批漢人來臺開墾，大量種

植稻米與甘蔗，以獲取更多的利益。當產

量減少或利潤降低時，荷蘭人則加徵新

（  ），填補不足的收入，導致漢人嚴

重不滿，最後爆發了（   ）事件。事

件發生後，荷蘭人在西元１６５３年興建

（    ）城以擴大防衛區域。 

28. 鄭成功因與（  ）作戰失敗，漸漸失

去在中國的資源。為了取得基地、維持海

上商業貿易的據點，以及解決軍隊糧食不

足的問題，他選擇距離福建不遠的臺灣作

為根據地，於是從福建率領軍隊渡海來臺

攻打（  ）。 

29. 荷蘭人占領臺灣後，為了傳播（  ）

教，建立（  ）和（  ），用

（  ）拼寫部分原住民族的語言，並在

（  ）呈現對照，以利傳教。。 

30. 西班牙人除了在臺灣（  ）部興建城

堡、進行貿易活動外，也建立（  ）向

北部原住民族傳播（  ）教信仰。 

31. 鄭氏政權不斷招募中國 福建一帶的

（  ）人來到臺灣開墾，使臺灣開墾的

面積逐漸增加，（  ）業的產量因此提

高。 

32. 西班牙人曾統治過臺灣（  ）部，至

今仍能發現他們留下來的痕跡，例如：位

在和平島的（  ）教堂，是天主教最早

於臺灣傳教的地點；而位於貢寮區的

（  ），則是由西班牙語Ｓａｎｔｉａ

ｇｏ演變而來。 

33. 鄭氏時代為了解決軍隊糧食不足的問

題，實施屯墾政策，現在臺南市的

（  ）、（  ），高雄市的（  ）、

（  ），都是因為當時軍隊屯墾而得

名。 

 

34. 鄭成功過世後，（  ）繼位，接受

（  ）的建議，興建孔廟。全臺最早的

孔廟在目前的（  ）市，裡面的

（  ）堂，是學生學習的場所。 

35. 鄭成功決定要以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基

地時，臺灣正被（  ）人統治，於是鄭

成功先攻打（  ）城，之後再圍攻

（  ）城，獲得最後的勝利後，在

（  ）也就是現今的臺南市 中西區設

立（  ）府，成為第一個統治臺灣的

（  ）人政權。 

36. 荷蘭人占領臺灣南部之後，引進

（  ）、不同農作物，也將（  ）、

（  ），賣到中國和日本等地。為了傳

播（   ）教，他們建立教堂和學校，

並使用（    ）字母拼寫部分原住民

族的語言。 

 

貳、回答問題-:  

1. 臺灣位於哪兩個板塊的交界處？ 

 

 

 

2. 我們一般將沒有文字紀錄的時代，稱為什

麼？  

 

 

3. 十七世紀時，荷蘭人積極尋找到達亞洲的

新航路，是因為歐洲與亞洲的陸上運輸貿

易被誰掌控？ 

 

 

4. 荷蘭人占領臺灣時，引進哪些動、植物？

請寫出其中任何兩種。 

 

 

 

5. 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在臺灣各傳播什麼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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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鄭氏政權統治臺灣時，為了解決軍隊糧食

不足的問題，實施什麼政策？ 

 

 

 

 

7. 西元１６８３年，哪一個勢力攻打鄭氏政

權，將臺灣收為領土？ 

 

 

8. 桃園大圳興建的目的為何？  

 

 

 

 

9. 在臺灣，因為哪一種地形阻擋的影響，人

們從西部翻越到東部較為困難？ 

 

 

 

 

10. 請說明臺灣位於候鳥遷徙路線的中點，

提供了哪些可以吸引候鳥前來的原因？

（列舉三項原因）。 

 

 

 

 

 

 

11. 臺灣的生態豐富，還擁有多樣的自然資

源，同時也適合農業發展。試舉出三個可

能的原因。 

 

 

 

 

 

 

12. 鄭成功基於什麼原因，選擇臺灣為根據

地？寫出其中兩個原因。 

 

 

 

 

13. 鄭成功有不同的名字或稱謂，他因為受

到明朝皇帝賜姓朱，而被後人冠以什麼尊

稱？ 

 

 

 

14. 今日臺灣的紅毛城、紅毛港等地均以紅

毛命名，請問「紅毛」是當時漢人對何者

的稱呼？ 

 

 

15. 請寫出鄭成功的稱號。 

 

 

 

 

16. 大航海時代的荷蘭人自臺灣輸出哪兩項

物品到中國和日本以賺取利潤？ 

 

 

 

 

 

 

17. 荷蘭人將蔗糖和鹿皮賣到哪兩個地方，

以賺取商業利益？ 

 

 

 

 

18. 鄭氏政權統治臺灣時，利用軍隊屯墾的

目的是什麼？ 

 

 

 

 

 

19. 鄭氏政權治臺期間，對臺灣的開發有哪

些影響？請列舉兩項。 

 

 

 

 

 



 

4 

 

20. 從古至今臺灣逐步與世界連結，早期臺

灣先民冒險越過海洋，來到臺灣拓展生

活，隨後更有歐洲人來到臺灣發展貿易。

請利用本課所學，舉一例說明臺灣能吸引

多元族群前來的原因是什麼？ 

 

 

 

 

 

 

 

 

21. 試舉出兩個理由說明臺灣交通位置的重

要。 

 

 

 

 

 

 

 

參、排出正確的順序-:  

1. 下列是臺灣在大航海時代所發生的事件，

請按照時間的先後，依序將代號填入( )

中。 

甲、鄭成功接受荷蘭人投降 

乙、西班牙人占領臺灣北部 

丙、爆發郭懷一事件 

丁、荷蘭人占領臺灣南部 

戊、鄭成功在赤崁設立承天府 

己、荷蘭人驅逐西班牙人 

 

 

答：(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