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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測社會考科（歷史）試題或答案之反映意見回覆 

題號：22 

題目： 

22.  自 1943年 5月至 1944年 7月間，日本帝國與臺灣總督府動員並組織超過兩萬名

的臺灣青年，派遣至新幾内亞、菲律賓和印尼等地，擔任各種任務。這些臺灣

青年最可能是：  

(A)擔任突襲戰鬥任務的神風特攻隊   

(B)擔任戰鬥任務的臺灣特別志願兵  

(C)擔任軍機組裝工作的臺灣少年工   

(D)擔任軍伕軍屬的臺灣特設勤勞團  

意見內容： 

1. 日治時期在 1942~1944 有志願兵制度，派遣台灣人投身東南亞、西南太平洋戰場，而題

幹時間 1943~1944 且地點多在東南亞，因此我認 B 選項可以正確答案。 

2. 第 22 題關於題目的正解無誤，只是對於高中學生來說，從題目的資訊無法讓他們辨別

B 選項「擔任戰鬥任務的臺灣特別志願兵」為何不可。現行的高中課本只會提到日治時

期在 1943 年徵召陸軍特別志願兵與 1944 年海軍特別志願兵。且特別志願兵與臺灣特

設勤勞團同樣都是前往東南亞地區從事軍事任務。此題辨別的依據為特別志願兵綜合

陸軍與海軍總數為一萬六千五百人，為符合題目中所述的兩萬人。但是學生並不會知道

這件事情，也無法利用其他線索排除，更不符合歷史考題訓練學生理解的本意。故此建

議大考中心，第 22 題的選項也予以計分。 

意見回覆： 

1. 本題命題範圍係依據第一冊《臺灣史》「三、日本統治時期  （二）戰爭時期的臺灣  

2.太平洋戰爭與戰時體制」的重點說明：「說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臺灣人民被捲入

戰爭的種種面相，包括軍事動員、物資統制、社會動員、慰安婦等，以及戰爭後期盟

軍轟炸臺灣的狀況。」 

2. 有關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開始徵調臺灣人為軍伕軍屬、1942 年後日本在臺實施「特

別志願兵制度」、1945 年後臺灣實施全面徵兵等內容，皆屬高中歷史教科書的敘述重點。

教科書強調所徵調之「軍伕」、「高砂義勇隊」會「派遣至新幾內亞、菲律賓和印尼等地」，

因此學生應可掌握派往南洋多為軍伕軍屬或高砂義勇隊。 

3. 軍伕（夫）是軍隊中負責雜役之人，與軍屬一樣，並不算軍人。1941 年起，總督府募集

臺灣青年組編「臺灣特設勞務奉公團」、「臺灣特設勤勞團」出發至東南亞與南洋地區，

從事部隊物資輸送、通信配線作業等工作，人數在兩萬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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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開始在臺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志願兵屬於正規軍人，與前述軍屬不同。根據日本戰後官方統計（留守業務部，〈台灣

人方面別（部隊別）人員統計表，昭和二十八年〔西元 1953 年〕一月），1「臺灣特設

勤勞團」人數共 26,392 人。同表臺灣人「軍人」總計雖有 62,252 人，但以駐守臺灣的

「臺灣軍」56,932 人占絕大多數。 

5. 除考慮上述派遣地點及人數外，題幹明白指出時間是「自 1943 年 5 月至 1944 年 7 月

間」，這段期間並非戰爭的最後階段，因此，在此一特定時期，能擔任戰鬥任務的臺灣

人實屬少數，更未形成一個超過 2 萬人的大規模戰鬥組織。 

6. 由此可知，本題應無疑義。 

  

                                                 
1 公告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image/C11110411300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image/C111104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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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26 

題目： 

26.  1949年 10月，共軍集中船隻對金門發動攻擊，遭守軍擊退。 1950年 3月，共軍

又集結大批兵力，用類似「萬船齊發戰術」進攻海南島，迫使當地國軍撤守；

5月底更攻占廣東萬山群島。共軍原本預定隨後再度對金門發動攻擊，但沒有

多久就取消這項計畫。最可能的原因是：  

(A)共軍軍備及船隻有限，已經無法再負擔長期作戰  

(B)共軍顧忌金門兵力強大，寧可保持戰果故而避戰  

(C)韓戰爆發，美國宣布派遣第七艦隊協助臺灣防務  

(D)臺灣實施戒嚴，共軍乃轉以心戰策略來瓦解國軍  

意見內容： 

韓戰爆發，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僅止於臺灣跟澎湖，並不包括金門，美軍介入不及於

金門，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與金門無關。美軍的協防確實會對共軍產生威嚇，當時美國

的主張是臺灣海峽中立化，主要是嚇阻人民解放軍攻臺。題目中「…共軍援軍預定隨後再

度對金門發動攻擊，但沒有多久就取消了這項計畫。最可能的原因是：」若依此即推論答

案為 C 選項，會成為一個假設性的唯一答案，這會帶來師生們一直以來直線性錯誤的認知

及教學，不可不慎。 

意見回覆： 

1. 本題命題範圍係依據第一冊《臺灣史》「四、中華民國時期：當代臺灣  （一）從戒嚴

到解嚴  3.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的演變」的重點說明：「說明 1949 年以來兩岸關係的演

變及具有影響性的重大事件。」綜觀各版教科書介紹國共內戰至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前後

國際局勢之內容，皆述及韓戰爆發對臺灣安全的重大影響。 

2. 題文所述「1949 年 10 月」共軍對金門發動攻擊，即「古寧頭戰役」；其後 1950 年 3 月

共軍迫使國軍撤守海南島、以及「預定隨後再度對金門發動攻擊」等，皆屬中共意欲一

舉消滅中華民國的接連作戰環節，而中挫於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韓戰爆發對東亞局

勢產生巨大變化，美國以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中共發動「抗美援朝」。根據中共官方說

法：「由此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重點由東南轉向東北，解放臺灣的計畫被迫推遲。」（中共

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編，《中國臺灣問題》，北京市：九州出版

社，1998 年，頁 53。）可知中共欲取金門作為其攻臺戰略一環。因此，並無來函指稱

之「假設性的唯一答案」、「直線性錯誤的認知及教學」的情形。 

3. 1949 年中共建國後，並未放棄以武力「解放」臺灣，同年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宣

布不介入中國問題，使臺美關係跌至谷底，臺海危機升高。然而，1950 年韓戰爆發後，

6 月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遏止中共政權對臺灣的任何威脅，作

為圍堵共產勢力的防線，美國對臺援助開始轉趨積極。 

4. 由此可知，本題應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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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70 

題目： 

70-72 為題組  

◎  研究指出：臺灣客籍居民主要從閩粵內陸的丘陵、盆地和河谷平原區移來，分

布於北部和南部的丘陵、台地或近山平原地帶，空間分布有向內陸集中的趨勢。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自 2002年起，每年 4、5月間在部分客籍居民分布區辦理「客

家桐花祭」活動，由「中央籌劃、企業加盟、地方執行、社區營造」的公私協

力夥伴關係，達到一定的政策成效，不僅為客庄地區帶來經濟效益，也強化客

家族群的在地認同。請問：  

70.  依上文判斷，清代臺灣客籍居民空間分布有向內陸集中的趨勢，和下列何者的

關係最密切？  

(A)原鄉生活方式   

(B)分類械鬥結果  

(C)水圳設施分布   

(D)保甲制度影響  

意見內容： 

題目問「臺灣客籍居民空間分布向內陸集中的趨勢，和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而參考

答案給 A。然而，如果居民是依原生活方式，那客籍居民多來自廣東地區，山地居多，應

該一開始就會選在臺灣內陸定居，不會有「向內陸移動」的趨勢。因此本人認 A 的答案不

符合邏輯。再者，課本對此現象解釋「客籍人較來，2平地丘陵多被閩南人佔據，客籍人只

能選擇內陸地區」。若以此題四個答案來看，只有 B 和爭奪土地之事有關，且分類械鬥也

多土地和水源之爭。因此，我認此題最佳解答應 B 而非 A。 

意見回覆： 

1. 本題命題範圍係依據第一冊《臺灣史》「二、清朝統治時期 （一）開港以前政治經濟

的發展 2.農商業的發展」的重點說明：「2-1 敘述移民、土地開墾、水利建設、主要作

物。」綜觀各版本教科書介紹漢人渡臺移民分布之內容，大致皆述及「原鄉生活說」，

部分亦提及「時間先後」、「械鬥」影響等因素，各有其論述依據。 

2. 本題相應的題文是「臺灣客籍居民主要從閩粵內陸的丘陵、盆地和河谷平原區移

來，……空間分布有向內陸集中的趨勢。」意指客籍居民從閩粵內陸的丘陵、盆地和河

谷平原區遷臺時，選擇落腳於北部和南部的丘陵、台地或近山平原地帶，這一波波客籍

居民的選擇，從空間上來看，有向內陸集中的趨勢。題幹「向內陸集中的趨勢」，是相

對於選擇「沿海地區」，實與來函所述「向內陸移動」的解讀有所差異。 

 

                                                 
2 來函原件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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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0 題題幹「依上文判斷」，即要求考生須依據題文作答。從題文「臺灣客籍居民主要從

閩粵內陸的丘陵、盆地和河谷平原區移來」，結合所學之高中歷史知識，即可推論(A)「原

鄉生活方式」關係最為密切。 

4. 關於「原鄉生活方式」，有學者認為早期先民無法藉由其他管道來學習新的生活技能，

而多仰賴祖先的經驗傳承或自身的生命體驗，故移居後容易選擇與過去原鄉相似的環

境條件。 

5. 由此可知，本題應無疑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