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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新聞中指的「薩達姆」，指的即是海珊。海珊的全名為：薩達姆·海珊·阿卜杜勒

邁吉德·提克里提，簡稱薩達姆．海珊。中國大陸和香港一般譯作薩達姆·侯賽因。 

為加強學生了解，建議觀賞以下連結影片 (來源：YouTube) 

1、【全球視野 20130320】美伊戰爭十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rQj0eu2eGc 

2、【文茜世界財經周報 20130324】伊拉克戰爭十週年 那場被出賣的戰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nTm_RulzX4  

3、伊拉克戰爭十年  讓歷史告訴未來 (簡體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1t0X7mRdOQ 

伊拉克戰爭十年了，究竟誰是贏家？無論對伊拉克或是美國而言，相信都是一段痛

苦的記憶。 

當初美國以自傲的武力及民主，企圖將伊拉克從獨裁中「解放」出來，然而伊拉克

真的從此和平安全且經濟穩定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據報導，伊拉克境內仍是炮

火不斷、醫療物資嚴重缺乏、叛亂份子公然綁架勒贖…，人民絕望地面對支離破碎

沒有秩序的未來。 

難道強者永遠不能指責嗎？強者希望的和平只能靠武力達成嗎？以十年的時間評論

這場戰爭輸贏似乎言之過早，或許只能靠歷史為悲慘的犧牲做出公正的審判。 

即便如此，伊拉克多數人們還是渴望美好的生活到來並且正在家園的斷垣殘礫中努

力著！祝福苦難中的人民早日盼到和平的日子。也希望人類可以從戰爭獲得反思，

停止貪婪及謊言，不要再製造下一個悲傷的十年。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9C%8B%E5%A4%A7%E9%99%B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6%99%E6%B8%AF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rQj0eu2eG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1t0X7mRd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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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單元說明 

                                                                                                     

單元 文章 

一 
沉痛的十年 【圖片來源：http://www.wretch.cc/blog/eoeoclaire/643237】 

觀看「伊拉克兒童難民」照片回答相關問題。 

二 
無情烽火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簡單介紹伊拉克戰爭。 

三 

深度報導：伊拉克戰爭十週年之殤：戰爭後遺症難痊癒/ 中國新聞網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military.china.com.cn/2013-03/20/content_28299866.html】 

主要文章： 

伊拉克戰爭，美伊雙方都付出慘痛代價，在生理、心理都留下嚴重創傷。一場建立在謊言之

上的戰爭，造成中東動盪混亂，自以為的救贖成了一堆爛攤子，承受的永遠是無聲的人民。 

四 

新聞現場：我們感覺被美國出賣了 伊拉克人眼中的十年伊戰…/ 今日新聞 

【http://www.nownews.com/2013/03/21/91-2916474.html】 

十年前的伊拉克不幸福但是安全，十年後的伊拉克失去了基本安全還亂成一團。原本希望「救

世主」美國帶來民主，不料卻引發更多恐怖攻擊與仇恨，一切似乎離和平越來越遙遠……。 

五 

特別分享：伊戰十年實地采風：風沙彼端的伊拉克之春/ 共同社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3/48907.html】 

戰爭，已成為伊拉克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伊拉克人民悲傷地說出：「感謝上蒼賜給我一個

沒有希望的未來。」十年過去，悲劇仍舊；十年過去，全盤皆輸；十年過去，依然失落。 

六 

閱讀推薦：《伊拉克戰爭的兒童難民》/ 博客來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21769】 
戰爭最無辜的受害者通常是兒童，本書蒐集來自伊拉克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的兒童的訪談，

透過孩子最純真的心靈訴說戰爭的殘酷，以及戰爭對他們造成的影響和改變。 

教師延伸閱讀： 

1、愚蠢十年戰/ 鉅亨網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30329/KH6RIXCAO5UM6.shtml】 

2、左右看—美英入侵伊拉克十年/ 台灣立報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7668】 

3、伊戰十周年 美國究竟算錯了什麼？/ 台灣醒報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446541】 

http://zh.wikipedia.org/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military.china.com.cn/2013-03/20/content_28299866.htm
http://www.nownews.com/2013/03/21/91-2916474.htm
http://t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3/48907.html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21769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30329/KH6RIXCAO5UM6.shtml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7668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44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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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討論分享 

                                                                                                     

1、 全盤皆輸的戰爭： 

 簡單敘述伊拉克戰爭的起因、經過、結果？ 

 為什麼國際間會同聲譴責這是一場「師出無名」的非法戰爭？ 

 伊拉克戰爭為何讓美國在伊拉克人的心中從「救世主」變成「恐怖分子」？  

 戰爭雖然結束，但對美國及伊拉克而言，造成哪些難以痊癒的後遺症？ 

2、 無盡的傷痛： 

 美國當初以「懷疑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理由，出兵伊拉克、推翻蕯達姆政權。然而事
後的調查卻未找到任何毀滅性武器的證據，加深了人們對於伊拉克戰爭「正當性」的質疑。 

你認為用這樣的理由發動戰爭、佔領他國是否合乎「正義」？為什麼？ 

 每個人都希望世界變得更美好，但是有些人以為採用暴力是實現這個願望的途徑。 

回顧過去，人類經歷了無數殘酷戰爭，大都賠上國家安全及無辜百姓的生命等慘痛代

價。你覺得人類為什麼永遠無法記取教訓、避免戰爭？ 

 十年後的伊拉克，部份民眾開始懷念起蕯達姆政權時代的生活，蕯達姆雖然殘暴，但至少
保障了國內的安全形勢；百姓雖然沒有那麼富裕，但至少衣食無虞。但是現在貪污、暗殺、
炸彈攻擊等就像家常便飯，每天在生活中上演。美國自以為將伊拉克人民從獨裁中「解放」
出來，實際卻是將他們推向更痛苦的深淵。 

假如你是伊拉克人民，你會對「幫忙」的美國說些什麼？你也會選擇不幸福但是安全

的生活嗎？為什麼？ 

3、 戰爭改寫的青春： 

當全世界都聚焦於美伊的政治紛爭，伊拉克的孩子因戰火不斷被迫逃亡其他國家，但因沒有
合法身份而無法接受適當的教育及醫療服務，流離失所的孩子們失去了家園、親人也失去了
應有的基本權利。 

而參與戰爭的美軍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終身承受著「侵略者」的歷史角色，戰場上生死一
瞬間的壓力與自我道德責難讓許多士兵離開戰線後仍無法擺脫陰霾，罹患「創傷後壓力心理
障礙症」（PTSD），不但沒辦法回到社會正常生活，甚至放棄自己的生命……  

你能想像他們的恐懼嗎？如果你有能力，你希望怎麼幫助他們走向和平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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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誰是贏家—伊拉克戰爭十週年】的相關文章及報導後， 

請挑選有興趣的部份進行心得書寫或是將所讀過的文章重點做摘要整理。 

  

               

               

               

               

               

               

               

               

               

               

               

               

               

               

老師評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