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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焦點一  

新冠肺炎疫苗專區上線 疾管署公布 10 大接種順位 

台灣透過「COVID-19 疫苗全球取得機制

（COVAX）」排隊取得 AZ 疫苗，第一批

疫苗即將配送來台，預計可於3月份開始施打，疾管

署網站亦於 2 月 26 日發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苗專區」，公開疫苗接種對象的順位。第1順位為醫

事人員，第2順位為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員等。此

外，因應民眾有自費接種疫苗的需求，接種公費疫

苗 1到 2個月後，如果國內疫苗數量尚充足，再由指

揮中心評估釋出數量供民眾施打，而相關配套措施

將由疾管署另行規劃。 

國內焦點二 

反對三接設廠 珍愛藻礁公投第二階段達標 

「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位於桃園觀音海岸，是台灣面積最大、純度

最高的藻礁生態系，在 2014 年已劃定為台灣的野生動物保護區。然而因應非核家

園的期程計畫，台灣面臨能源轉型，因此中油公司於 2017 年開始計畫在鄰近的大潭海岸興

建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以下簡稱三接），作為將來鄰近發電廠的燃料，以供給北部的企業

及民生用電。數年來在環保團體、政府與專家的三方評估之下，三接的建設面積雖由 232

公頃減至 23 公頃，但環保團體認為在此處設廠仍將永久破壞大潭藻礁生態，因此發動「珍

愛藻礁公投」連署，反對三接設置在大潭藻礁上，第二階段的連署在 3 月 1 日成功跨過公

投安全門檻達到 36 萬多份，若中選會審查通過，將成為第一起由民間發起的公投案。 

 
►新冠肺炎公費疫苗十大接種順位。(圖片出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藻礁 

藻礁是全世界少見以殼狀珊瑚藻為主所建構

的生物礁，稀少且珍貴，為海洋生物重要的

繁殖場地，能孕育出豐富的海洋生態。  

◄藻礁公投爭議新聞連結，內文針對多

項爭議點做三方觀點的資料整理。 

(新聞出自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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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焦點一 

9 歲盲師戰火中授課 許願教室能重建屋頂 

根據 BBC 報導，在葉門的第三大城塔伊茲（Taiz），每天都有數百位兒童穿越前

線戰區，冒著生命危險到附近一所殘破不堪的學校上課。當老師們無法出席時，

先天失明的 9 歲男孩艾哈邁德（Ahmed）便充當代課老師授課。艾哈邁德表示會教孩子們

自己學過的內容，《古蘭經》跟科學是他最擅長的科目。葉門當地五分之一的校舍因為戰

爭破壞而不堪使用，艾哈邁德表示，希望能有一間有桌椅、門窗、黑板、燈跟電池的學校，

還想重建屋頂，「如此一來就能遮蔽強風及陽光，雨水也不會淋濕我們。」 

 

 

 

國外焦點二 

緬甸政變爆發血腥鎮壓  18 人死亡 

2 月 1 日凌晨，緬甸國防軍發動政變，逮捕了緬甸領導人翁山蘇姬、國務資政等多

名領袖，奪下最大城市仰光的控制權，並於當日宣布全國進入為期一年的緊急狀態，

直到重新舉行選舉為止。軍方透過電視台表示，政府未能對 2020 年的選舉違規採取行動，

也未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延後選舉，此兩事件為促使軍方發動政變的原因。雖然軍方引用緬

甸憲法允許軍方在「緊急狀態」下接管政府的條例內容，強調這場行動的合法性，不過印

度的執政黨發言人則回應，緬甸軍方的行為就是一場政變。不願意再讓國家倒退回軍事統

治年代的緬甸人民，也在全國各地發起公民不服從運動，在各大城市都有民眾上街頭抗議，

2 月 28 日，緬甸軍方開槍暴力鎮壓示威者，造成至少 18 人死亡，為自 2 月 1 日發生政變

以來最血腥的一日。 

 
►葉門 9 歲眼盲教師影片。(影片來自 BBC Ne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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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焦點三 

受疫情影響  2020 年多個東亞國家生育率創新低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下，東亞國家包含中國、韓國等，在 2020 年的生育率大

幅下降。中國的一份報告表示，人們遭遇重大災難時，往往會推遲自己的生育

計劃，進而使人口增長速度呈現下降趨勢。再者因為疫情造成失業率大幅上升，家庭收

入下降，民眾面臨經濟困境因而使人們推遲結婚、生育等重大決定，皆為 2020 年生育

率創下新低的原因。 

 

 

 

 

 

國外焦點四 

聯合國車隊遭襲擊 義大利駐剛果大使慘遭殺害 

一支聯合國車隊 22 日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簡稱民主剛果）東部遭到襲擊，造成義

大利駐民主剛果大使安塔納西歐（Luca Attanasio）身中數槍，大使以及隨行人員

共 3 人身亡。義大利政府發表聲明證實此案，同時譴責歹徒發動「懦夫般的攻擊」，總理

德拉吉（Mario Draghi）表達深切哀痛。民主剛果佔地遼闊，是世界第 11 大的國家，然而

當地衝突頻傳，尤其在偏遠但富含礦產的東部更是騷亂不斷。 

 

 

 

少子化 

指生育率降低，老年人口過高，導致幼年人口比例逐漸

減少的現象。少子化問題代表著未來的勞動人口可能逐

漸變少，對社會結構跟經濟發展將造成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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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反對極端主義的極端份子 

選自 李家同校長國際觀專欄(171)110 年 2 月 19 日 

 

法國的眾議院通過了一個法律，這條法律是針對伊斯蘭教極端主義者的，法律賦予政府權力關

閉散播仇恨和暴力想法的宗教團體。這條法律之所以通過，乃是因為很多年前法國的一家漫畫雜誌

社將穆罕默德畫得不堪入目，對伊斯蘭教徒來講，這是不能忍受的事。很多雜誌社的人被伊斯蘭教

極端份子所殺害，去年一位法國的老師又在教室裡讓孩子們看這個漫畫，他又被殺。 

法國總統認為他必須訂立法律來解決這種事情，他強調法國人有絕對的言論自由，這是法國立

國精神的一部份，因此他認為宗教團體不應該傳播任何使人有仇恨的想法。這當然是對的，任何宗

教不該散播仇恨。 

宗教團體不該做任何事來產生仇恨，其他的團體也不應該做任何可能產生仇恨的事。漫畫雜誌

社當然知道他們的作法會引起伊斯蘭教徒的反感，但是他們認為要維護言論自由，這就是極端份子

的想法。極端份子永遠對某一種意識型態有狂熱，而且認為自己擁有絕對的真理，任何人不可以反

對。伊斯蘭教徒對自己的信仰有狂熱的感情，絕不容許別人侮辱自己的宗教，所以他們也是極端份

子。 

在我看來，法國政府可以容忍自己國家侮辱宗教的極端份子，但不允許被侮辱的宗教團體有極

端的想法，這是很不合邏輯的。 

       法國總統一再強調法國有立國精神，也要求所有居住在法國的人要接受這種立國精神。如果真

的如此的話，法國總統應該強調立國精神中有”博愛”。如果人心中都有愛，大概不會做任何極端

的事。 

遺憾的是，法國總統只知道訂立法律，而不知道如何讓法國人都能尊重別人。 

學術團體多半不會牽涉到政治，如果我們的學術團體做這種研究，也一定會非常公正的，對全

世界都應該是會有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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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檢測站 

                         心得分享區 
 

 在國內焦點二中提到，中油公司在桃園大潭藻礁興建天然氣接收站，使

得大批的藻礁瀕臨活埋命運。中油宣稱三接預定地沒有與保護區重疊，承

諾採取生態補償措施，且蓋廠是為了維持未來供電的穩定；而環保團體則

質疑是否有必要犧牲 7000 多年的藻礁生態來換取經濟的發展。大多數國家在工商

業發展過程中幾乎都會面臨到能源開發與環境保育的爭議，而且往往難以兩全其美，

你同意三接蓋在大潭藻礁上嗎？為什麼？ 

 

教師指引：教師應先帶領學生仔細閱讀新聞內文，並且引導學生從正反兩個面向思考，在追求非核家園的過程

中，因應未來大量電力的需求該如何解決供電問題，而不是一味的譴責政府為了工業發展而犧牲生態。若是學

生同意蓋三接的話，可以請學生思考如何同時保護藻礁生態系，例如明確的規劃出蓋廠範圍、要有環保團體追

蹤後續蓋廠對生態造成的影響，而不是全然交給政府執行。若是學生不同意蓋三接，可請學生思考是否有替代

的方案，例如在別的海岸線蓋廠、利用提高電費誘因讓民眾主動節電，進而減少電力需求等。另外一方面也請

學生思考，環境保護團體跟政府還能用什麼方法來保護這些珍貴的藻礁生態，達到工業發展與生態的共生。 

 

參考答案 1：我同意。本來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就是會有所取捨，如果想要台積電這樣的半導體大廠根留台灣，

那麼營運一家規模這麼大的公司所需要的電量是相當驚人的。既然我們選擇非核家園，就應該要想出其他方法

來代替核能發電，供給台灣需要的龐大電力，一直批評中油破壞生態，卻沒有考量到電力需求的問題，我認為

十分盲目。               

 

參考答案 2：我不同意。既然人類是高等智慧動物，現在的科技又這麼發達，方法是人想出來的，例如政府可

以推動節電讓民眾減少電量使用，我們不應該只為了自己的方便而犧牲了珍貴的生態，政府方也不應該堅持己

見便宜行事，讓桃園海岸線僅剩的藻礁就這樣葬送在一個政策之下，地球是會哭泣的。    

(  B  ) 1. 根據國內焦點一的敘述，下列何者非疫苗優先接種對象？ 

  (A) 即將要代表台灣出國參加青少年羽球比賽的國一生博博。 

  (B) 今年滿 46 歲的李黑，平日健康狀況良好，沒有不良嗜好。 

(  A  ) 2. 根據國外焦點三，以下何者是疫情期間生育率下降的原因？ 

  (A) 民眾面臨失業或是經濟困境，不敢生育孩子。 

  (B) 民眾因害怕接觸傳染病毒，因此不敢生育孩子。 

 3. 本次新聞中出現了葉門、緬甸、印度、韓國、義大利與剛果這

六個國家，請你在封面的世界地圖上，標出這六個國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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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投稿天地 

彰化中心-七年級-梁芸慈                                         

我想要快點成年。我覺得能夠快點成年當然是最好，因為長大後雖然要背起許多責任，相同

的，也可以自己決定許多的事，這比小時候還要擁有更多的自主權，長大後，我們會因為這些事變

得比從前更加的懂事，更加的成熟，更懂得處事的道理，雖然許多的事擁有黑暗面，但能讓心理方

面更加完整，而且擁有自主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例如：能夠自由選擇婚姻對象，和另一半共度人

生，享受幸福，可以去賺錢，賺來的錢可以用來買房、買車，捐錢給需要的人……等，因此我認為

成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竹東中心-八年級-溫紹恩 

其實小時候的我真的很想長大，因為我很不喜歡一直被我的家人管，那時也會想說，為什麼大

人可以做我們小孩不能做的事，比如說：開車、錢自己花，如今我已經是一位青少年，離大人的生

活越來越近，我也漸漸的能知道爸爸媽媽的辛苦，有很多的東西，都需要靠金錢來解決，所以當小

孩最幸福了，有家人會照顧你，金錢的事也不用煩惱。(唉！好想變回小孩)                                                                         

濁水中心-九年級-全敏廷 

我和許多同學一樣都想快點長大，變成大人，聽到以後滿 18 歲就已成年，可以獨立決定很多

事，覺得很開心，不過成年的定義似乎不僅僅是這樣而已，我認為 18 歲的人們心智還是不夠成熟，

甚至有很多瘋狂的想法，容易闖禍，要承擔責任有點太早了，有可能因太多責任無法承受壓力而想

不開，所以再等 2 年也沒關係，反正時間很快就過了。 

 

  

佳作：   
 

              彰化中心-七年級-張雁琳/ 橫山中心-八年級-何佩潔 

變成一個大人可以自己決定許多事，相對的也帶來許多責任，你想要快點成年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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