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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社會補考題庫 

壹、選擇: 

1. ( B )若一地的自然增加率為負值，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A)出生＞死亡 (B)出生＜死亡 (C)移入＞移出 (D)移入＜

移出。 

2. ( B )臺灣光復初期有為數不少的中國軍民遷移來臺，此對臺灣社會造成下列何種現象？ (A)移入率下降 (B)移入率

上升 (C)死亡率上升 (D)出生率下降。 

3. ( A )雲林縣於民國 109 年，社會增加率為－2.01‰，代表外移人口多，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因為何？ (A)都市就業機

會較多 (B)農村生產力提高 (C)政府提倡節育政策 (D)社會動盪不安。 

4. ( C )(甲)平地多於山地 (乙)西部多於東部 (丙)都市多於鄉村 (丁)離島多於本島。以上有關臺灣人口分布的特色敘述，

正確的有幾項？ (A)1 項 (B)2 項 (C)3 項 (D)4 項。 

5. ( C )笑笑國的女性人口為 270 萬人，男性人口為 300 萬人，則該國的性別比約為多少？ (A)90 (B)102 (C)111 

(D)124。 

6. ( A )為完成地理作業「民國 112 年臺北市北投區人口金字塔圖」，小安在圖書館必須找到北投區的哪些資料才能完成

作業？ (A)各年齡層人口比例及性別比例 (B)教育程度比例及性別比例 (C)自然增加率及社會增加率 (D)職業別及性

別比例。 

7. ( C )筱婷一家七口的組成分子為： 

(甲)爺爺：67 歲，退休人士 

(乙)奶奶：64 歲，醫院志工 

(丙)爸爸：42 歲，公司財務長 

(丁)媽媽：41 歲，家庭主婦 

(戊)哥哥：17 歲，高二生 

(己)姐姐：15 歲，國三生 

(庚)筱婷：13 歲，國一生。 

請問：筱婷家中共有幾個人屬於壯年人口？ (A)7 人 (B)6 人 (C)5 人 (D)4 人。 

8. ( D )下列何種現象與臺灣邁入「高齡社會」最無關？ (A)死亡率下降 (B)婦女生育數降低 (C)醫療衛生進步 (D)

性別比上升。 

9. ( C )(甲)日本帝國 (乙)荷蘭 (丙)清帝國 (丁)鄭氏政權。將這四個政權依其統治臺灣的先後順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丁 (B)乙甲丁丙 (C)乙丁丙甲 (D)丁乙甲丙。 

10. ( B )臺灣總督府將大部分山林地轉化為國有地，順利收編樟腦與森林資源，也有助於日本資本家來臺的投資。請問：

這是指哪一項政策？ (A)專賣制度 (B)林野調查 (C)興修水利 (D)戶口調查。 

11. ( D )臺灣稻米產量大增，除了可供島內人民使用外，同時亦可外銷。請問：日治時期臺灣稻米大都輸往下列何處？ 

(A)南洋地區 (B)中國大陸 (C)美國 (D)日本。 

12. ( C )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灣進行不少農業建設，其中，整體而言對外輸出的主要作物為哪兩項？ (A)茶、稻米 

(B)稻米、樟腦 (C)蔗糖、稻米 (D)茶、樟腦。 

13. ( A )由於日本人不習慣臺灣在來米的口感，而較為喜歡粳米，因此總督府農業試驗所引進日本本土品種粳米，經過

多次試驗改良研究後，於西元 1921 年在臺北草山(今陽明山)的竹子湖栽種成功。根據以上資料說明，這個成功的改良試

驗和下列哪一事件相關？ (A)蓬萊米培植成功 (B)嘉南大圳完工 (C)縱貫鐵路通車 (D)基隆港整建完成。 

14. ( A )老師發現欣宜經常用命令式口氣對班上同學說話，在家庭訪問後得知欣宜的爸爸平時的教養方式，多半也是採

取命令式的口吻，不擅於與孩子溝通想法。欣宜會有這樣的說話模式，主要是透過何種社會化的途徑學習而來？ (A)

家庭 (B)學校 (C)同儕團體 (D)傳播媒體。 

15. ( C )衛福部召開新冠肺炎疫情說明記者會，會中提供手語翻譯，以讓聽障者也能了解疫情。此做法可落實下列何種

精神？ (A)充實知能 (B)發揮道德 (C)公平正義 (D)理性思考。 

16. ( A )結社自由是民主國家人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但對於結社自由的範圍並非毫無限制，下列何種行為，政府即會加

以限制其結社自由？ (A)侵犯他人權利 (B)促進團體權益 (C)保障成員權益 (D)參加選舉活動。 

17. ( D )西元 1930 年，臺灣曾爆發一場大規模的原住民抗日行動，日本軍警更是以飛機、大炮等武器攻打原住民部落，

引發國際輿論撻伐。此次原住民的行動是由何人領導？ 

(A)劉永福 

(B)余清芳 

(C)唐景崧 

(D)莫那魯道 

18. ( D )日治時期，臺灣民間曾流行「第一憨，種甘蔗予會社磅」的諺語，此諺語反映出臺灣社會的何種現象？  (A)

蔗農人數過多  (B)甘蔗產量大增  (C)甘蔗種植不易  (D)蔗農備受壓榨 

19. ( D )下圖是小禾的週六計畫，請試著在小禾的規畫中，找出哪些事情屬於生活中的公共事務？ (A)甲乙丙 (B)乙

戊己 (C)丙丁戊 (D)甲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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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週六計畫 

甲 08：00 
到班上和同學一起
趕工教室布置 

乙 11：00 
和同學約在速食店
一起寫作業 

丙 13：00 
進行例行的社區衛
生清掃活動 

丁 17：00 參加鄉里
街道重劃公聽會 

戊 18：00 
和妹妹一起逛街買
衣服 

己 21：00 
用通訊軟體跟班上
好友聊心事 

 
20. ( D )團體是個人融入社會生活的重要途徑，我們藉由參與團體滿足不同的需求，下列哪位同學是為了滿足情感的

需求而參與團體？ 

(A)                        (B)                       (C)                        (D) 

       
 

21. ( B )立文聽演講時記錄下一段重點── 

 
上述內容在講述下列何種概念？ (A)主流文化 (B)文化資產 (C)文化創新 (D)文化傳承。 

22. ( B )在日本，每年 3 月 3 日是俗稱的女兒節，家家戶戶會在家中擺設古裝人偶以祈求女兒未來能有個好歸宿。上述

內容最能展現何種社會規範？ (A)法律 (B)風俗習慣 (C)宗教信仰 (D)倫理道德。 

23. ( D )下列何種社會規範可說是「最低限度的行為準則」？ (A)風俗習慣 (B)倫理道德 (C)宗教信仰 (D)法律。 

24. ( B )(甲)汽車組裝業者 (乙)蔬菜種植者 (丙)麵包烘焙業者 (丁)便利商店店員 (戊)花卉栽培者。上述產業從業人

員中，哪些屬於第一級產業？ (A)甲丙 (B)乙戊 (C)丙丁 (D)丁戊。 

25. ( B )近年來，屏東縣部分沿海地區有將原本在陸上的魚塭養殖，改成在海上箱網養殖的趨勢，其轉型的最主要原因

與下列何種環境問題的關係最為密切？ (A)空氣汙染 (B)地層下陷 (C)水患威脅 (D)泥沙淤積。 

26. ( C )近年來我國政府審慎評估「農村引進農業外勞」的可行性，研擬該政策最主要是為了因應下列哪一項臺灣農業

特色？ (A)農作種類多樣 (B)農業耕地狹小 (C)農村人力老化 (D)農產品商品化。 

27. ( A )小毛：「老師，為什麼每年學校都要送應屆考生包子、蛋糕和粽子的餐盒？」 

老師：「因為包子、蛋糕和粽子的諧音為『包高中』，寓有對考生祝福吉利的意思。」 

上述學校作為所隱含的社會規範，其性質與下列何者最類似？ (A)除夕當晚家家戶戶團圓圍爐 (B)遛狗時隨手清理愛

犬的糞便 (C)許多阿拉伯人每日都做禮拜 (D)騎車時使用手機會被開罰單。 

28. ( A )附圖為臺灣近年各種漁業類型的漁獲量統計表，請從表中資訊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 200 浬以外

地區捕撈的漁獲量為最大宗 (B)於 12～200 浬範圍內的漁撈作業漁獲量一直位居第一 (C)養殖漁業帶來的產值比例占

四者中最低 (D)於 12 浬內的捕撈漁業漁獲量僅高於 12～200 浬的漁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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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遠洋

漁業 

近海

漁業 

沿岸

漁業 

養殖

漁業 

2016 58.4 13.9 2.7 25.5 

2017 55.6 16.0 2.7 28.3 

2018 62.1 15.4 2.6 28.4 

2019 56.1 15.3 3.1 29.3 

2020 43.2 15.0 2.5 27.9 

單位：萬公噸 
 

29. ( A )「一午、二鯧，三鮸、四嘉鱲」，是傳統俗語中形容臺灣周遭海洋所擁有的可口海味，其中嘉鱲就是嘉鱲魚，

是十分高貴的魚種。自清代以來，嘉鱲魚常常作為民間年節祭祀神明用的魚種。牠們通常棲息在大陸棚一帶以沙質海床

為主的海域，以各類底棲動物為食。嘉鱲大致分為黑色系和紅色系兩種外型，其中野外的紅色系嘉鱲又稱為紅嘉鱲，外

型艷麗討喜，也是一種一年四季都可在海域發現的魚種。附圖是臺灣周遭海域等深線圖，請問哪一個區域最容易發現嘉

鱲魚的蹤跡？ (A)甲 (B)乙 (C)丙 (D)丁。 

 
30. ( B )附圖為一理想國。該國都市、大港的人口密度很高，其他地區的人口分布都很均勻。若該國想設立「加工出口

區」，以促進經濟發展，最理想的設置地點應在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31. ( D )阿信是生活在西元 1930 年臺灣的漢人學生，依據當時的社會情況，下列的生活經驗描述，何者最有可能是出

自於他的日記？  (A)因為政府實施義務教育，所以我一滿六歲就被編入學籍  (B)今天是上學的第一天，媽媽牽著我的

手帶我走到了附近的國民學校上課  (C)走進教室，我看到住在我家隔壁的日本官員的小孩也跟我在同一班  (D)老師有

日本人也有臺灣人，但他們上課時幾乎都說日語，我聽得有點吃力。 

32. ( C )怡真在某舞臺劇海報中看到日治時期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描述(如附圖)，根據海報內容，這齣舞臺劇的主

角，應該會出現在下列哪一場景？ (A)爭取臺灣人受教權，爭取設立臺北帝國大學 (B)多次前往日本爭取臺灣議會的

成立，終獲政府同意 (C)書寫社論刊登在《臺灣民報》上 (D)舉辦首次地方議員選舉。 

 
浪漫多情、前程似錦的年輕

醫師，為何甘願衝撞日本當

局，散盡家財成立臺灣文化協

會？被捕鋃鐺入獄，又如何能

談笑風生，寫下流傳後世的啟

蒙篇章？三金歌王殷正洋、金

嗓女伶林姿吟與音樂時代劇

場，用感人歌舞帶您重返歷史

現場，重現大稻埕百年風華，

喚醒臺灣真情勇氣。 

 



4 

33. ( C )臺灣某一時期出現以下的流行語：盟軍轟炸「驚天動地」，臺灣光復「歡天喜地」，官吏貪瀆「花天酒地」，政

治混亂「黑天暗地」，物價飛漲「呼天搶地」，其時代背景為何？ (A)日治初期 (B)日治末期 (C)光復初期 (D)解嚴之

後。 

34. ( D )到目前為止，二二八事件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並沒有正確的數字。根據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統計，自西元

1995 年至 2017 年 5 月為止，受領賠償金的人數(包括受難者本人或受難者死亡後的家屬)總計有 10,034 人。請問：關於

二二八事件對臺灣所造成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國內要求民主開放與政治改革的聲浪升高  (B)政府更加重

視民意  (C)促成省籍與族群間的和解與包容  (D)造成臺籍知識分子的斷層與沉默。 

35. ( A )附圖是臺灣某行政機關的大事紀，依其內容判斷，這最可能是下列哪個機關？ (A)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B)

臺灣省政府 (C)中華民國行政院 (D)臺北府府衙。 

  

˙西元 1945 年 10/25：代表中

國戰區最高統帥接受日本投

降。 

˙西元 1946 年 2/20：對原臺灣

總督府完成全臺各地的軍事

交接。 

˙西元 1947 年 2/28：全臺發生

動亂，史稱二二八事件。 

 
36. ( A )某政治人物針對菲律賓高階人才來臺擔任英語外師一事，回應說道：「恐怕對臺灣人產生心理衝擊，因為瑪莉

亞怎能變老師了！」政論節目對上述說法作出以下四種評論，其中何者最為正確？ (A)隱含文化位階觀念 (B)顯示文

化傳承問題 (C)有利多元文化發展 (D)建構文化平等環境。 

37. ( B )同學在公民課介紹某一主題，內容如下── 

 

不同文化間發生文化

交流時，經常因為政

治或物質等各方面的

比較，形成高低優劣

的差異。 

 
下列何者最有可能為他所介紹的主題？ (A)文化傳承 (B)文化位階 (C)主流文化 (D)文化平等。 

38. ( C )法律是國家經由一定程序，明確制定人民及政府應該遵守的事項。下列關於法律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又

稱為非正式規範 (B)主要是啟迪人的內在良知 (C)有公權力作為後盾 (D)「舉頭三尺有神明」屬之。 

39. ( D )近年來，臺北行天宮和龍山寺相繼呼籲信眾不要燒金紙，究其原因，下列說法何者最符合實情？ (A)顯示人

們對宗教的盲從 (B)社會規範並不會隨時代改變 (C)彰顯正式規範是非正式規範的基礎 (D)環境倫理普及，影響其他

社會規範的改變。 

40. ( C )附圖是日治時期在臺灣發行的報紙。請問：下列何者最可能是這份報紙中會出現的主題？ (A)呼籲民眾配合

皇民化運動 (B)讚揚總督府在臺建立完善的高等教育 (C)宣傳各種有關歷史、法律、衛生等短期或長期的講習會 (D)

鼓勵蔗農將作物賣給總督府指定的會社。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