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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焦點一  

指考國文題材靈活 偵探小說、茶道、旅遊書文本皆入庫 

 

今年指考於 7月 1日至 7月 3日舉行，其中，本次國文試題取向相當生活化，

且重視閱讀及理解力。分析試題之國文科教師群表示，今年的文學類題目選項

設計嚴謹，頗具誘答性，看似容易的題目可能藏有陷阱。另外，閱讀理解題在本次指考

依然維持 70%以上，訊息量豐富，將知識的整合靈活運用在學術探究以及日常生活上，

期望考驗學生理解力的同時，也引導

學生平常需接觸各方面知識。 

 

 

 

 

 

國內焦點二  

 扎根桃園近十年 LAMIGO 桃猿宣布轉賣  
 

目前中華職棒主客場經營最分明的球隊 Lamigo桃猿，於 7月 3日由領隊劉玠

廷召開記者會，發表正式啟動球隊轉賣機制的消息。Lamigo桃猿一直以來由

中小企業經營，在大多為大企業經營的職棒環境中生存相當不易，一直在努力對抗時代

洪流帶來的衝擊，同時還要肩負著社會責任，尤其以票房表現亮眼、球隊表現也備受大

眾期待的 Lamigo桃猿來說，實屬讓球迷不捨的消息。領隊期望，未來無論是哪一家企業

接手，皆能將主場留在桃園，並在轉賣後確保教練、球員，以及全體工作人員的權益。 

 

 

 

 

Lamigo 桃猿 

台灣職業棒球隊，隸屬於中華職棒，由達達集團旗下的

「大高熊育樂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前身為第一金剛與

La New熊，2011年將主場從高雄北遷桃園後改為現名，

主場為桃園國際棒球場。 

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 

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簡稱指定科目考試、指考。為台灣

教育中，大學入學方案中三大考試之一，由財團法人大學入

學考試中心基金會舉辦。前身為聯考，自 2002年廢除聯考

後，開始實施此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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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焦點三 

口蹄疫撲滅成功 台灣養豬業可望重返國際市場 

 
 

臺灣自 1997年爆發口蹄疫以後，在今年 7月 1日終於屆滿「停止施打口蹄

疫疫苗」一週年，農委會也為此特地召開記者會，回顧當年因中國染病豬被

走私入台，導致全台灣爆發口蹄疫，短短四月內累積撲殺四百萬頭豬，總體經濟甚至損

失高達 1700億元台幣。如今 22年過去，台灣終於抵抗口蹄疫成功，接下來將能夠向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申請「不施打疫苗的口蹄疫非疫區」，若申請成功，預計將在明年五月

的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大會上，宣布台灣通過，與日本共同成為亞洲唯二不施打疫苗的口

蹄疫非疫區。 
 

國外焦點一 

歐盟執委會迎首位女領導人 德國女強人范德賴恩再創紀錄 
  

歐洲理事會於 6月 30日召開歐盟執行委員會特別峰會，經由 28個會員國的

漫長協商，最終決定，由德國國防部長范德賴恩出任下一屆歐盟執委會主席，

同時成為該會首位女主席。原來，范德賴恩本身也是德國第一位女性國防部長，曾擔任

家庭部部長以及勞工部部長，被視為德國總理梅克爾的心腹。而本次提名及協商過程中，

法國總統馬克宏也扮演至關重要的支持角色，並且肯定將與范德賴恩共同強化德法防禦

機制。 

 

 

 

 

 

 

 

范德賴恩 

1958年出生於布魯塞爾，當時她的父親阿布瑞克特是歐盟執委

會高階官員。范德賴恩一直是績優生，通法語、德語和英語，

有經濟和醫學的高等教育文憑，曾在診所任職，於 1987至

1999年陸續生下七個孩子，除了是政治女強人，也是位「超級

媽媽」，曾被看好是德國總理梅克爾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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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焦點二 

香港逃犯條例戰火依舊 英國將召見中國大使 

 

在英國公開表態對於香港人民自由之關注後，中國卻表示期望英國放下當年殖

民者的身段，莫再干預中國當局的決策。此一訊息傳出，英國首相梅伊也在英

國國會中表示，「中國必須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人權和自由」，並且在聲明中強調，

當年香港移交中國的條款《中英聯合聲明》，正是在強調保障香港人之自治自由，若中

國不遵守此一條款，後果可能造成中英關係緊張。對此，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也對英

國發出警告，表示希望英國不要繼續做出有害中英關係的事。 

 

國外焦點三 

法國零體罰案通過 禁止父母體罰小孩 

 

法國參議院正式通過「反常教育暴力法案」，將適用於學校與家庭，成為一項

突破性極高的禁令，並且讓法國成為全球第 55 個禁止對兒童進行體罰的國家。

此案由法國兩性平等事務部國務秘書率先提出，其認為體罰可能造成社會更多暴力事件，

但也有部分議員質疑此項法案對於公民家庭私生活干預過多。此案在法國引起相當大之

爭議，因法國民族的育兒方式較英、美來的重視傳統及權威，導致在多數法國父母的思

想中，體罰是必須的。如今此法案的通過，也將重新考驗法國的親子教育行為。 

 

 

 

 

體罰二三事 

波蘭最早於 1783年嘗試禁止體罰，而最早正式禁止體罰的國家是

瑞典，於 1979年施行。挪威曾於 2005年對輕微的家庭內體罰開

禁，但是 2010年再度完全禁止體罰。並且，尼加拉瓜的相應法令

在 2015年正式生效後，阿根廷、愛沙尼亞的相應法令也在 2016

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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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美國參議院全體一致通過的反私刑處死法案 

選自 李家同校長 國際觀專欄(109) 107 年 12 月 21 日 

 

 美國參議院要通過法案，通常總有人反對的，但是最新的一個反案，在英文被

稱為「anti-lynching」法案，卻是全數通過的，這當然是創了紀錄，lynch 是「私刑

處死」的意思，也就是說，一群人認為某人該被處死，就將他殺死了，大家一定覺得

很奇怪，私刑處死等同於謀殺，為何要勞動參議院的參議員說私刑處死是犯法的？ 

 私刑處死在美國的每一個州應該都是犯法的，可是這些法都是州的法，不是聯

邦的法，所以如果有人犯了這種法，聯邦政府是管不了的，就好像偷竊，總不能勞動

聯邦政府來起訴一個嫌疑犯。 

 為什麼這次美國的參議院要將私刑處死列為聯邦罪刑，乃是因為美國歷史上的

一個黑暗紀錄，在很多年前，美國的南部經常發生白人將黑人吊死，而且事後無人被

定罪，這次法案中註明，從 1882 年到 1968 年有 4742 起私刑處死的案子，可是 99%

的案子無人被定罪，換句話說，對這種案件，當地的警方和法官都不會很認真地處理，

因為這種罪刑不是聯邦罪刑，因此聯邦政府對此沒有辦法。 

自從 1918 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議會討論過 200 起將私刑處死列為聯邦罪刑，但沒有

一次能夠通過。 

 值得大家研究的是，為什麼這種有嚴重種族歧視想法的事情，都發生在美國的

南部？ 在波士頓或者紐約，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同一個國家，會有兩種完全

不同的文化，這是很奇怪的事。我本人沒有學過社會學，所以我不知道這個答案，我

始終認為，社會學者應該對這種問題多做研究。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一些黑暗的歷史事件，我們不可能找到一個從建國以來就十

全十美的國家，因此我們也不必過份地吹捧哪一個國家，也不必過份地譴責一個國家，

只要一個國家在進步之中，總是好的事情。美國參議院通過這個法案，顯示參議員已

經敢勇敢地面對歷史，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還是值得我們大家讚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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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檢測站 

心得分享區 

本次新聞提及中華職棒 Lamigo 桃猿隊將轉賣的消息，請同

學們回想有關棒球的經歷或回憶，和大家分享吧！ 

 

(提供教師參考：老師們可以邀請學生分享自己與棒球的回憶或經驗，

或是就自己對於台灣職棒興衰的了解，與同學們聊聊台灣職棒的光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B   ) 1. 關於 Lamigo 桃猿這支球隊的敘述，下列何者為真？ 

  (A) 成立於 2011 年，由桃園在地大型企業經手管理。 

  (B) 因中小企業經營困難，故決定啟動球隊轉賣機制。 

(   A   ) 2. 關於台灣口蹄疫的相關實情，下列何者為真？ 

  (A) 1997 年有中國染病豬被帶進台，使台灣豬隻染病，虧損慘重。 

  (B) 台灣目前與日本並列為亞洲唯二口蹄疫非疫區。 

(   B   ) 3. 關於「禁止體罰」的相關條例，下列何者為真？ 

  (A) 目前全球共有 55 個國家禁止體罰，法國為第 56 國。 

  (B) 禁止體罰的議題在法國炒得火熱，一派認為體罰助長社會暴力

行為，應該禁止，另一派則以傳統權威式的親子教育思想為主，認

為體罰有其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