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軒版四下社會科第五單元家鄉的運輸四年_____班_____號姓名____________得分______________

一、選擇題：共 16分 
( 4 )1.「列車上乘客不多，行駛速度比起走路 

     快多了，可惜只行駛臺灣北部。」從內容 
     判斷，這是出現在臺灣什麼時期的交通運 
     輸工具？○１日治時期的火車  ○２現代的捷 
     運○３現代的高速鐵路  ○４清末的火車 
( 2 )2.阿娥生活在早期的臺灣，當她成長到適 
     婚年齡時，父母為她挑選了一位門當戶對 
     的對象。在婚禮迎娶當天，阿娥將坐上一 
     種靠人力移動的運輸工具，一路搖搖晃晃 
     到未來的婆家。請問，當時阿娥乘坐的是 
     下列哪一種運輸工具？  
     ○１竹筏 ○２轎子 ○３帆船 ○４牛車 
( 3 )3.文玉的家鄉位於山上，山路彎曲。政府 

     想要解決居民對外交通問題，下列哪一種 
     是較為適合的方式？○１興建碼頭，以輪船 
     運輸。  ○２修築鐵路，以火車運輸。 
     ○３修築公路，以汽車運輸。  
     ○４興建機場，以飛機運輸。 
 ( 3 )4.飛機是現代人出國的運輸工具，下列 
      關於飛機的敘述，何者錯誤？○１可以節省 
      時間的運輸工具○２較不受地形限制 
      ○３票價比客運便宜 ○４會受到天候影響 
( 2 )5.近年來，有些港口並未具備良好的自然 
     條件，卻能被闢為商港，原因是什麼？ 

    ○１人潮聚集之處  ○２築港技術進步且位 
     置適中 ○３有高鐵經過  ○４外國觀光客 
     票選為熱門景點 
( 2 )6.早期運輸深受地形限制，下列敘述哪一 
     項正確？○１路寬時只能以人力肩挑 
     ○２路寬時可用牛車載運貨物  ○３遇小溪阻 
     隔可以搭乘渡輪○４遇到山谷時可利用雞籠 
( 4 )7.早期陸上運輸會受到下列哪一個因素的 
     影響？○１地形高低 ○２河流經過  
     ○３颱風洪水 ○４以上皆是 

( 1 )8.下列哪一個港口因為具有港闊水深的條 
     件，可供輪船的停靠而興起？ 

    ○１高雄港 ○２鹿港 ○３南港 ○４淡水港 

 

 
二、做做看:共 42分 
(一)了解家鄉運輸的發展，可以體會運輸在日常 

    生活的重要性。請你將屬於「早期」的運輸 

    工具畫○；屬於「近代」的運輸工具打ˇ。 

（ ○ ）○１竹筏    （ ˇ ）○２捷運    (7分) 

（ ˇ ）○３飛機    （ ˇ ）○４輪船 

（ ○ ）○５轎子    （ ˇ ）○６汽車 

（ ○ ）○７臺車 

 

(二)住在臺北的亞力，過年要先回屏東爺爺、奶 

    奶家吃年夜飯，再去金門向外公、外婆拜 

    年，最後全家再前往花蓮度假一週。請問亞 

    力一家人可以搭乘哪些運輸工具？請在正 

    確的(   )中打ˇ。(5分) 

（ ˇ）○１火車     （ ˇ）○２飛機 

（   ）○３竹筏     （ ˇ）○４高速鐵路 
（   ）○５流籠 

 
(三)下列搭乘的運輸工具各屬於哪一種運輸方 
    式？請將正確的代號填入（ ）中。(6分) 
甲、陸上運輸 乙、海上運輸 丙、空中運輸 
 

（ 丙 ）○１搭飛機到澎湖看雙心石滬。 

（ 甲 ）○２搭捷運到臺北地下街購物。 

（ 乙 ）○３搭郵輪到日本觀光。 

 

(四)請將下列名詞，填入適當的（ ）裡，答案 

    不能重複。(12分) 

甲、計程車   乙、火車   丙、基隆港 

丁、輪船    戊、飛機   己、臺北松山機場 

 

大榮是來自臺東的快樂行船人，在海外流浪了一

年多，今天終於可以回家和父母親團聚了。他站

在（ 丁 ）的甲板上，看著它緩緩的駛進（ 丙 ）。

上岸後，大榮走向火車站，匆忙上了（ 乙 ）趕

往臺北。由於大榮迫不及待的想見到爸爸、媽

媽，因此才剛走出臺北火車站，便立刻招了一部

（ 甲 ），直接趕到（ 己 ），搭乘（ 戊 ） 

飛向臺東。 

 

(五)暑假就要到來，秉承一家打算規畫一趟旅行。請 

    配對較適切的交通運輸方式。(12分) 

甲、渡輪/輪船   乙、飛機    丙、公路/汽車  
丁、捷運       戊、鐵路/火車 己、高速鐵路 
庚、腳踏車    辛、輕軌 
 

（ 丁 ）○１住新北市的秉承，想避開塞車到臺北 
          車站。 

（ 丙 ）○２爸爸帶著全家從臺北行經國道五號到 
          宜蘭。 
（ 戊 ）○３媽媽提議從宜蘭搭乘普悠瑪號到花 
          蓮。 

（ 甲 ）○４秉承想去臺東體驗乘風破浪再到綠島 
          浮潛。 
（ 庚 ）○５姐姐想進行「減碳生活」環遊綠島。  

（ 己 ）○６一家人可從臺東用最快方式前往臺 
          北。 



三、題組題：共 42分 
(一)假日時，仲軒去參觀「早期先民生活特展」， 
    聽解說員介紹早期祖先渡海來臺的故事，但 

    由於現場太多人了，讓仲軒聽不太清楚內 
    容，請幫他選出正確的敘述。(8分) 
( 2 )(1)三百年前橫渡臺灣海峽來臺灣的先民 
     們，最可能多半來自中國大陸的哪些地 
     區？○１山東、河北 ○２廣東、福建  
     ○３新疆、蒙古 ○４西藏、雲南  
( 3 )(2)先民渡海來臺最有可能搭乘哪種運輸工 
     具？○１渡輪 ○２潛艇 ○３帆船 ○４獨木舟  
( 1 )(3)先民所使用的水上運輸工具，主要是依 
     賴哪何種動力？○１風力、人力  
    ○２獸力、水力 ○３太陽能 ○４石油、天然氣 
( 3 )(4)關於先民的陸地運輸，何者是當時可能 
    出現的景象？○１運送速度快，不受地形氣候 
    影響。○２在較寬的道路上，可利用腳踏車載 
    送貨物。○３若路太窄時，必須用肩挑運送貨 
    物。○４牛車只能用來載人，板車只能載貨。 
 

(二)請先閱讀下列小故事，再回答問題。(8分) 

    東昇和阿旭同是清代時期臺灣的商人，兩人 
    都居住在府城，彼此是好朋友但做的生意並 
    不相同。東昇利用海運，將臺灣產的蔗糖送 
    往中國大陸銷售。而阿旭則是從中國大陸進 
    口藥材，除了在府城開設中藥鋪販售外，他 
    還與附近鄉鎮的醫館合作，將一部分藥材供 
    應醫館販賣。 

( 4 )(1)東昇和阿旭雖然做的生意不同，但都是 
     需要跨海運送貨物。請問他們運貨的路 
     線，需要橫渡哪一個海域？○１南海  
     ○２東海 ○３巴士海峽 ○４臺灣海峽 
( 3 )(2)要橫渡這個海域，需要利用下列哪一種 
     運輸工具？  
     ○１臺車 ○２竹筏 ○３帆船 ○４三輪車 
( 2 )(3)阿旭想將進口的藥材送往鄰鎮的醫館， 
     但中途會經過一條河，這時就需要改用下 
     列哪一種運輸工具來渡河？  
     ○１板車 ○２小船 ○３轎子 ○４牛車 
( 1 )(4)東昇銷往中國大陸的蔗糖，大部分是由 
     府城周邊的幾個大田莊供應，這些田莊要 
     將蔗糖運到港口附近的東昇店鋪中，最可 
     能使用下列哪一種運輸工具？  
     ○１牛車 ○２帆船 ○３轎子 ○４竹筏 
 

(四)火車、捷運、高鐵三種運輸工具，有著相似 
    的外型，拖著長長的車廂，肩負著不同任 
    務，行駛在臺灣各地。你能從圖片中分出這 
    三種運輸工具嗎？依序回答下列問題。(12分) 

 

 

 

 

(1)請分別在（ ）中寫出甲、乙、丙圖中的運 

   輸工具名稱。 

甲：（   捷運   ）   乙：（  高速鐵路 ） 

丙：（  火車  ） 

(2)以上哪一種運輸工具，出現在臺灣的時間最 
   早？請填寫代號。 

答：（ 丙 ） 

(3)以上哪一種是目前往返臺灣南北兩地最快的 

   運輸工具？請填寫代號。 

答：（ 乙 ） 

(4)以上哪一種是目前臺灣部分都市地區設置的 

   運輸工具？請填寫代號。 

答：（ 甲 ） 

(5)以上哪一種運輸工具的網路遍及全臺，民眾 

   可以搭乘進行環島旅遊？請填寫代號。 

答：（ 丙 ） 
 

(五)仲偉和同學參觀家鄉古文物展，在黑白照片 

    區發現了一些古早時候交通工具的影像。有 
    些仲偉認得，有些則沒看過。看完展覽後， 
    主辦單位還發給了一份學習單，請幫忙他回 
    答相關問題。(共 13分) 
 

 

 

 

 

 

 

 

  

(1)請分別寫出甲、乙、丙、丁圖中的運輸工具 

   名稱？填入（ ）中。 

甲：（  板車  ）   乙：（  流籠  ） 

丙：（  轎子  ）   丁：（  竹筏  ） 
 
(2)早期人們在山谷中，會設置以上哪一種運輸 

   工具，來載運人、貨？請填寫代號。 

答：（  乙  ） 

(3)甲～丁的運輸工具中，都需要運用到哪一種 

   動力？在(  )中打ˇ。(2分) 

（ ˇ ）人力   （   ）獸力   （   ）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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