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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焦點一  

環保署首次推動 1 縣市 1 環保夜市 拒絕夜市成為髒亂代名詞 

台灣夜市舉世聞名，但其髒亂的衛生條件與濫用一次性餐具等缺點卻一直令人詬

病。為了不讓夜市成為髒亂代名詞，環保署將於 2020 年下半年推動「一縣市一

環保夜市」評選活動，由各縣市於六月底提報環保夜市的名單並提出實施計畫，環保署會

根據計畫內容給予適當補助。關於評選的指標，環保署廢管處長賴瑩瑩表示，環保夜市有

很多做法，主要是由攤商直接提供環保餐具，或者設立租賃餐具的攤位；各攤商須做好資

源回收、改善油煙造成的空氣汙染，同時落實油水分離，避免將油直接排入水溝；最後是

提升公廁整潔度，期望藉由推動環保提升夜市的觀光品質。 

國內焦點二 

行政院推動 2020 振興三倍券 怎麼領？怎麼用？  

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於 6 日宣布，因台灣新冠肺炎疫情已經趨緩，在「邊境嚴管、國

內鬆綁」的原則之下，為了刺激與振興經濟，將推出把新台幣 1000 元變成 3000

元的「振興三倍券」。振興券分為實體券與數位消費兩種，全台民眾無年齡限制皆可領

取：實體紙本券可於 7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憑健保卡到郵局以 1000 元現金購買

3000 元紙本券，或是 7 月 1 日起在四大超商或預購網站預購後領取，紙本券的面額為 5 張

200 元，4 張 500 元；而數位消費則是於 7 月 1 日起，民眾可綁定信用卡、行動支付、悠

遊卡等，自 7 月 15 日起，消費滿 3000 元後將折抵或回存 2000 元。至於振興券的使用通

路則以實體店面攤商為主，例如：餐廳、書店、旅宿飯店等，但不可使用於線上購物或繳

納水電費、保費、稅金、罰款等。 

 

 

  

振興券使用方式圖文與紙本振興券圖樣 

(圖片來自行政院長蘇貞昌粉專與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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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 

意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中國雖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但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暫時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享有自治理念。 

國內焦點三 

斷交後仍堅持留台讀書 布吉納法索學生台大畢業分享求學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近日舉行畢業典禮，本屆畢業生代表──艾家齊，在發表致詞時談

到，自己的故鄉布吉納法索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每年有 15 萬人死於貧

困。在這樣窮苦的環境下，他一直深信讀書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改變社會，因此一路

用功讀書，靠著獎學金及寒暑假工作，拿到台灣外交部獎學金，到台灣就學。在台灣努

力學習中英文後，終於克服語言不通的障礙，獲台大錄取。雖然布吉納法索在 2018 年

與台灣斷交，使得他失去外交部獎學金，但他仍決定留在台大繼續完成學業。艾家齊最

後強調，他無法選擇人生中的挑戰，但他願意面對挑戰，感謝台灣給予這個機會，也謝

謝台大師長的教導，還有父母、家人、朋友的支持與陪伴。 

國外焦點一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待遇 中國回嗆「堅決回擊」 

中國於 5 月 28 日時通過「港版國安法」的立法授權，並預計於 9 月生效，此

法將被加入香港基本法，等於繞過香港立法會，直接命令香港特區政府頒布實

施，另外草案也表明授權中國國家安全機關在香港設立機構，讓中國國安部等組織可以

在香港公開運作，被批為一國兩制已死。為了反制中國強制推動「港版國安法」，美國

總統川普於 5 月 29 日宣布啟動撤銷美國賦予香港特殊貿易待遇的程序，制裁破壞香港

自治的中港官員，以及提出限制特定中國公民入境美國等 7 大措施。對此，中國外交部

表示，美國宣布的措施已嚴重干擾中國內政，美方任何損害中方利益的言行，都將遭到

中方堅決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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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是指人或動物群體中，有很大的比例獲得免疫

力，使其他沒有免疫力的個體因此受到保護而不被傳染。 

國外焦點二 

MSN 新聞編輯遭裁員 微軟用人工智慧取代約 80 位員工 

科技巨頭微軟公司近期決定以 AI 人工智慧取代旗下 MSN 網站的新聞編輯團

隊，至少有 80 名外包員工因此遭到裁員。目前微軟 MSN 網站的新聞都是由編

輯團隊整理其他媒體的報導，重新訂下標題後編輯而成，但是現在微軟認為 AI 可以勝

任這份工作。被裁員的員工認為，利用 AI 替人類編輯新聞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因

為人類編輯可以憑藉經驗把關文章品質，能避免出現對於未成年人來說不恰當的內容，

也能篩選掉假新聞，尤其在面臨重大事件時，如何篩選內容將變得非常重要，因此，若

將新聞編輯工作全權交給 AI 可能導致網站品質受到影響，影響用戶體驗。 

國外焦點三 

芬蘭、挪威擬重啟旅遊業 瑞典「佛系」抗疫被拒於門外 

北歐的瑞典在對抗新冠肺炎疫情時採取具爭議的「佛系」防疫措施，讓餐廳及學校

等照常運作，期望讓比較年輕且無健康風險的國民先行感染，令整個社會逐步實現

「群體免疫」成效。這項寬鬆的防疫政策對經濟活動的影響雖然較低，卻讓瑞典成為北歐

疫情的重災區。當北歐諸國因為疫情緩和而準備重開邊界並重啟旅遊業，瑞典卻有可能被

排除在外。瑞典外交大臣林德（Ann Linde）強調，開放邊界時不能存在歧視，況且北歐國

家達成將瑞典排除在外的協議也是有問題的。瑞典每 10 萬人的新冠死亡率為 39.57 人，高

於其鄰國挪威 4.42 人及芬蘭 5.58 人，考慮到此數據，瑞典鄰國對重新開放邊界態度審

慎。 

 

 

 

 

 

全球前五大疫情嚴峻國 

國家 確診人數 死亡人數 

美國 1979850 112006 

巴西 739503 38406 

俄羅斯 484630 6134 

英國 290581 40968 

印度 276146 7750 

全球 7238690 411279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資訊。 

資料統計至 6 月 10 日 9:00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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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美國的暴力情節 

選自 李家同校長國際觀專欄(158)109 年 6 月 8 日 

 
這次美國一位白人警察對一位黑人的謀殺案，造成了全國的不安，各地的遊行示威已經延續了快兩周之久。為什麼如

此嚴重?一般人都認為這與種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當然大家也都認為警察動輒殺人，乃是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個人認為大

家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美國似乎有一種暴力情結，或者可以說美國有一種崇尚暴力的現象。 

BBC 曾經推出一個紀錄片，細數美國警察殺人的事，很難想像平均每一天有 3 人被警察殺死。其中一個最奇怪，一位

警察槍殺了一位黑人青年，他身中 15 槍，這是很難解釋的。最近的事件，警察將膝蓋壓在那位黑人的頸上長達 9 分鐘之

久，這也是不可思議的怪事。唯一的解釋恐怕就是這些警察對殺人有快感。 

問題是，美國不僅警察有暴行，一般老百姓也是如此，美國在校園所發生的槍殺案常常與種族主義無關。有一次，兩

位青年學生帶槍進入學校，開始濫殺，被殺的多半是體育特別好的學生。在那所學校，體育特別好的學生可以戴白帽，這

兩位同學常常被那些戴白帽身體強壯的學生霸凌，憤而行兇。霸凌也是一種暴力情結所造成，槍殺更是如此。 

在幾周以前，一位慢跑的黑人被兩位白人跟蹤，也被他們開槍殺死。相信他們絕對不是想替天行道，而是覺得開槍殺

人是一件痛快的事。 

密西根州議會最近開會討論是否要開放對新冠肺炎的管制，很多人希望州議會趕緊開放，因此有一些抗議的活動。值

得注意的是，有 10 位左右的彪形大漢，每人拿了衝鋒槍在議會門口一字排開，我不知道當時的議員做何感想，卻沒有用

警力驅逐他們，這又顯示了美國有些人崇尚暴力的情結。 

在過去，美國人中有很多非常痛恨同性戀者，有些同性戀者被虐待致死，屍首被丟棄在荒野的路上。反對同性戀在各

國都有，但對同性戀者施暴也是美國特有的。我們台灣有相當多人是不贊成同性戀的，可是虐待同性戀，好像沒有發生

過。 

很多人以為美國人愛槍，大家應該知道，愛槍並不是因為他們將槍視為一種精美的物品，好像名畫或者古董，愛槍

者，喜歡開槍也，所以美國才會有這麼多的槍殺案。有一位婦人買了一個禮物要送給她的丈夫，但是又不願意讓丈夫知

道，所以就將禮物放在車廂裡。半夜裡，她偷偷出門打開車廂拿禮物，她的丈夫在二樓看見有人開車廂，二話不說，立刻

開槍。後來才發現，所打死的是他的太太。 

美國的崇尚暴力當然與當初開拓西部有關，可是這麼多年來，為什麼美國人仍然如此愛槍?種族主義也該消失了，但是

從最近一連串的事件看來，種族主義仍然是個問題，這都是社會學家研究的好題材。美國人自己也應該好好檢討，不能讓

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美國應該有一種運動，那就是要教會孩子們不能崇尚暴力，使孩子們知道暴力是可怕的事情。施行暴力更加是不符合

道德的，美國的全體老師們應該使得孩子們比較溫和，而且非常痛恨暴力。美國並非人人崇尚暴力，但是只要有不少的人

有這種傾向，美國永遠不可能是一個和平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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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檢測站 

                         心得分享區 
 

 在國內焦點三中提到，來自西非布吉納索的台大畢業生艾家齊克服

了種種困難後順利完成大學學業，在畢業典禮上分享了他的求學經

歷，強調面對無法選擇與預料的挑戰他都能勇於面對。你有勇於接受挑戰並

且成功克服難關的經驗嗎？請你分享一次度過難關或挑戰的經驗，分享你度

過難關的方法以及心情。 

 

教師指引：教學時，教師可先請學生回想生活中或是學業上曾經遇到什麼挫折，也許是家庭的變故、被迫轉換

生活環境、考試成績不如預期、同學之間相處不和睦等，老師也可分享自己的經驗，或是和學生討論當他們遇

到這些困難時，他們的心情，以及他們克服這些困難的方法，甚至他們從這些挑戰中學到或領悟到的道理。教

師帶領學生討論時，可告訴學生遇到挫折時不要輕易放棄，要勇於面對挑戰，同時好好調適心情，積極設立自

己的目標並且想辦法尋求協助，才能擁有更多的資源跟勇氣來度過難關。最後，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將自己的經

驗寫下來，並盡可能寫超過一百字以上。        

              

(  B  ) 1. 根據國內焦點一的敘述，哪一項關於振興三倍券的使用方式是正確

的？ 

  (A) 小安可以綁定信用卡並且以信用卡繳納汽車保險費用。 

  (B) 小可的小寶寶預產期在 12 月 10 日，等寶寶出生後，小可打算

用寶寶的名義領取振興券到實體店面購買嬰兒用品。 

(  A  ) 2. 根據國外焦點二，哪一個選項的敘述為非？ 

  (A) 使用 AI 編輯新聞可以省掉許多人力，也能在短時間內匯集大量

資訊做出及時的分析，可以完全取代人類。 

  (B) 利用 AI 編輯新聞無法完全篩選掉假新聞，也無法判別文章的內

容分級。 

 3. 本次新聞中出現了布吉納法索、香港、芬蘭、挪威跟瑞典這五個地

方，請你在封面的世界地圖上，標出這五個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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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投稿天地 

澎湖中心-七年級-王維禮                                         

我會想要成為人瑞，人出生在世界上，就是要好好的走完一生。生活中，若能在閒暇之餘，盡

自己的力量，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使他們能有美好的人生。也可以在休閒時光中，閱讀些有意義

的書籍，學習各種知識，就算到老了仍然一樣，做到「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更要時常有一顆

年輕的心，以如此心態去看待遇到的各種事情。有些人認為老了就會身上出現許多毛病，但是只要

懷抱著愉快的心情，我認為就可以有健康的身體。所以我並不覺得長壽不好，心情是美好的，我相

信人生會很精采。 

                                         埔里中心-七年級-許振東 

我不希望成為人瑞，因為會看到家人死很多，而且如果每一個人都是人瑞，那世界的資源可能

消耗過量，可能也會有屠殺行動，也有可能會被病痛所苦，一個開心的活但是短命和一個不開心但

很長壽，我寧願開心一點，況且活得久會看到世界的各種變遷，如果是你不想要的，那一走了之還

比較痛快，如果世界充滿人，生活品質就會下降，活的就會不太開心。                                                                                              

  埔里中心-六年級-張中彥 

喜歡，因為牛奶不只有健康成份，我認為牛奶也可以用來替代飲料，有些人天天至少會喝兩、

三杯，甚至以上！但如果反過來，用牛奶來替代的話，就可以促進健康，又能長高。以前媽媽總是

習慣每天早上買一瓶牛奶讓我帶至學校，但有一次不小心打翻了，媽媽非常生氣，就罰我一個禮拜

不買牛奶給我喝，那個時候，我每天都非常沒有精神，所以從此以後，我就很珍惜可以喝牛奶。 

許多人喜歡喝牛奶來補充營養，也有人喜歡在牛奶中加蜂蜜、燕麥，或用餅乾沾著吃，但是也有人不

太喜歡牛奶的味道，甚至有乳糖不耐症等。請你分享自己喜歡喝牛奶嗎？為什麼？ 

 

現代的醫療科技發達，養成良好的生活飲食習慣也不停的被提倡，或許長命百歲不再是一件很困難的

事情，然而長壽並非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好事，請你分享自己是否想要成為人瑞，並說明你的理由。 

§ 徵稿辦法 § 

各位小文豪們，歡迎將自己寫的「心得分享區」答案拍照或打成 Word 檔寄到徵稿信箱，我們將每週

從投稿稿件中選出最多三則優秀作品刊登在下一期的《每週國內外大事》上，得獎者還可獲得統一超商 50

元禮卷乙張喔！ 

⚫ 徵稿對象：博幼課輔學生 

⚫ 徵稿信箱：liu633@ecp.boyo.org.tw 

⚫ 信件主旨：每週國內外大事投稿-中心-就讀學校-年級-學生姓名 

⚫ 投稿照片/WORD 檔名：每週國內外大事投稿-中心-就讀學校-年級-學生姓名 

⚫ 截稿期限：109 年 15 期：109 年 6 月 17 日 (三) 22:00 前截稿 

                 109 年 16 期：109 年 6 月 23 日 (二) 22:00 前截稿 ( 遇端午連假提前一天截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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