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答  

 

壹、填填看: 

1. 日治時期，日本為了增加蔗糖的產量，在

臺灣興建新式糖廠，並設立糖業試驗場從

事糖業改良的研究與推廣。 

 

2. 近年來臺灣煤礦和金礦已暫停開採，有的

礦場成立博物館，讓人們認識礦業發展的

歷史；部分森林規畫為遊樂區發展觀光，

讓人們親近大自然時，也了解環境保育的

重要。 

 

3. 今日的嘉南平原能成為臺灣最大的糧倉，

即是在日治時期完成嘉南大圳後出現的景

象，總督府也可將蔗糖、稻米等農產品輸

往日本。 

 

4. 解決日本的需求、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

是總督府積極建設臺灣的主要目的。 

 

5. 總督府引進西方使用的陽曆與標準時間，

規定一天二十四小時，也要求人們養成守

時的習慣。另外，還引進星期制，規定一

個星期七天，星期日為休假日。 

 

6. 早期臺灣的先民開墾土地，從自然環境中

獲取資源，並從事生產活動，滿足日常生

活的需求。 

 

7. 目前有些工業生產者採取降低汙染、產品

回收再利用等措施，兼顧經濟利益與環境

保護，生產出更環保的產品，並落實工業

的環境永續。 

 

8. 選擇在地、當季的產品，可以降低在保存

與運送時消耗的能源，減少碳排放量。 

 

9. 理財就是管理自己的財富，先確認個人收

入來源，在支出與儲蓄之間進行合適的分

配。 

 

10. 理財就是管理自己的財富，先確認自己

的收入來源，接著在支出與儲蓄之間進行

合適的分配。 

 

 

 

11. 小學生學習理財規畫，可以從記帳開始，

之後可以在明細中檢視自己的支出是否符

合環境永續。 

 

12. 日治時期興建的嘉南大圳，是臺灣最重

要的水利工程；而過去興建的許多新式糖

廠，解決日本對蔗糖的需求，現在大多轉

型朝向觀光發展。 

 

13. 八田與一對嘉南大圳的貢獻極大，因此

被尊稱為嘉南大圳之父，死後葬於烏山頭

水庫旁。 

 

14. 臺灣的山林面積廣大，總督府在山區大

規模砍伐樟樹，熬製樟腦；設置阿里山、

八仙山、太平山林場，砍伐珍貴林木。 

 

15. 日治時期，總督府引進西方的星期制，

並規定一個星期七天，星期日為休假日，

讓民眾有了休假時間，可以進行各種休閒

活動。 

 

16. 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灣大力推展日本

文化，同時也引進西方文化，使臺灣文化

更加豐富多元。 

 

17. 有些農業生產者為了防治病蟲害與增加

產量，大量的使用殺蟲劑、除草劑及化學

肥料等，造成水源與土地的汙染，也對人

類和動植物造成傷害。 

 

18. 生產者申請碳足跡標籤，需提出減碳的

策略與承諾，是一種符合大眾與環境利益

的生產方式。 

 

19. 自民國１１１年７月１日起，在連鎖的

飲料店、便利商店、速食店及超級市場，

消費者自備飲料杯購買飲料時，可享至少

新臺幣五元以上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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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家中的汽車即將報廢，爸爸想買一輛新

車，但他擔心耗油和廢氣排放的問題，所

以他可以選擇購買電動車；而媽媽不想買

車，她認為需要時再短期租用共享汽車，

可依小時或日數收費，也很方便。 

 

21. 透過捐助金錢，將財富適度的分享給需

要幫助的個人或團體，讓這些個人或團體

做更多的公益事務。 

 

22. 記帳可以幫助我們修正與規畫之後的生

活收支，改變消費的觀念與習慣，也有助

於落實環境永續。 

 

23. 日本統治臺灣後，總督府在臺灣進行了

許多統治的政策，根據以下的敘述，將答

案填入（    ）中。 

○1日治時期，臺灣人透過各地廣設的學校

學習日語、日本文化等，有利於總督府的

各項政策與宣導。 

○2日治時期臺灣人雖然教育機會不如日本

人，但當時許多臺灣人仍努力爭取升學機

會，杜聰明是臺灣史上第一位醫學博士，

他在蛇毒與中藥的研究有傑出貢獻，並以

漸進的方式幫助許多患者戒除吸食鴉片的

毒癮。 

○3日治時期，因為日本深受西方文化影響，

西方的繪畫、雕塑與音樂也透過學校教育

與展演活動，逐漸傳入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