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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 

廣義上指大陸的學生為抗議政治體制改革失敗，於 1989 年 4 月發起「八九學運」，

同年 6 月 4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天安門廣場，以武力鎮壓民眾，要求群眾撤離。

在中國大陸以外的中文地區也將清場事件稱作「六四鎮壓」或「六四屠殺」。 

國內焦點一  

政府訂定紓困 4.0 方案 盼減緩民眾經濟壓力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全國第三級警戒讓不少企業、商家及勞工都受到影響，為了減

緩民眾的經濟壓力，行政院訂定「紓困 4.0 方案」，最快於 6 月 4 日上路。在紓困

項目之中，首次推行的家庭防疫補貼受惠層面最廣，只要家中有國小以下孩童，或國、高

中特教學生，將每人補助新台幣 1 萬元，約 250 萬人受惠，預計 6 月 15 日起發放，至三

級管制期結束前出生的新生兒都可領取。至於個人補貼的部分，中低收入戶每月加發生活

補助金 1500 元，3 個月總共可領取 4500 元，而無相關社會保險者可申請急難救助金 1 至

3 萬元。 

 

國內焦點二 

六四事件 32 週年 台灣舉行線上悼念晚會 

今年 6 月 4 日為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下簡稱六四)32 週年，包括華人民主書院、台

灣人權促進會、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等 27 個公民團體於 6 月 1 日召開線上記者會，

公布台灣將舉辦六四 32 週年的系列活動，以「人權照亮民主」為主題，展現台灣「悼念

六四屠殺犧牲者、追求六四事件真相」的堅定立場。主辦團體提及，近期由於香港與澳門

的六四集會申請均遭政府駁回，台灣舉辦六四悼念會的重要性與意義大幅提升。此外，公

民團體也會在嚴格遵守防疫規範的前提下，於 6 月 4 日當天下午 4 點至晚間 8 點，在自由

廣場牌樓下設置「自由廣場微型悼念亭」，供民眾獻花悼念，並於晚間 7 點舉行「人權照

亮民主 同行抵抗極權」六四線上悼念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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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考試 

為新型學測舉行的試辦考試，主要是協助未來要參加 111 年學測的考

生先熟悉素養導向的命題方式所舉行的考試。試辦考試的成績僅供學

習參考，無法做任何升學相關使用。 

國內焦點三 

史上第一次 大考中心 2000 筆考生資料遭駭 

教育部於 1 日證實，大考中心 4 月中發現 110 學年試辦考試的報名系統遭駭，部分

考生資料遭不明人士瀏覽，共計有 3 所高中，約 2000 筆資料外洩。大考中心發現

後立即依法通報權責主管機關，實施緊急應變措施，全案已進入司法調查。對於資料遭到

外洩的學生，大考中心已依相關法令通知相關當事人，大考中心同時強調，這次事件與

110 年指考報名系統並無關聯，目前除了已修正系統邏輯判斷缺失外，同時強化密碼強度，

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國外焦點一 

美國遠距教學成效不佳 互動課程可幫學生提神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美國的學生全面停止到學校上課，實行遠距教學已經一年

多，專家指出，教師在視訊平台的講課若是過於冗長無聊，學生容易在上課期間恍

神或缺席。教育研究人員指出，遠距教學除了網路跟電腦的設備相當重要之外，學生還需

要互動性和合作式的課程，才能專注於課堂中。此外，教育者也必須隨著學生的回饋和學

業表現做出調整，還必須定期和學生、家長及監護人保持聯繫，處理因遠距教學產生的各

種問題，若只是複製傳統上課的教材，在網路的教學環境難以產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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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 

是數個位於加拿大境內民族的通稱，法定與印地安人同義，

指的是現今在加拿大境內的北美洲原住民及其子孫。 

國外焦點二  

揭發加拿大黑歷史 印第安寄宿學校地下驚見 215 具骨骸 

 加拿大第一民族組織（TteS）於 27 日公布一項調查表示，在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的一所印第安寄宿學校舊址發現了 215 具兒童遺骸，最小的年僅 3

歲，而且所有的遺骸都沒有死亡證明。該寄宿學校於 1890 年開辦，到 1978 年永久關

閉，在 1950 年代學生人數多達 500 人，該校學生都是原住民。根據一名專門研究印第

安寄宿學校歷史的學者指出，該寄宿學校的目的在控制印第安的兒童，以消除他們的文

化、身份，還有與家人的聯繫，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政府也於 2019 年

「承認」加拿大對原住民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該調查公布後，加拿大第一民族領袖尚

在研擬對策，思考下一步該採取何種行動。 

 

 

 

                                                                                

國外焦點三 

 斯里蘭卡外海化學貨櫃輪失火 恐釀成環境浩劫 

一艘載有硝酸、氫氧化鈉以及大量塑膠顆粒的貨櫃輪，20 日從印度開往新加坡

途中準備停靠在斯里蘭卡可倫坡港（Colombo）時，因船上的硝酸洩漏而起火燃

燒，火勢延燒了 8 天，直到 28 日才受到控制。斯里蘭卡海洋環境保護局局長表示，這

次失火讓塑膠顆粒大量外洩，隨著海浪被沖上海灘，對海灘與著名的生態觀光景點內貢

博潟湖都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因此，該事故也被斯里蘭卡官方定調為「國家史上最慘重

的海洋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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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為何加拿大降半旗 
選自 李家同校長國際觀專欄(183) 109 年 5 月 31 日 

今天加拿大總理下令全國降半旗，這是因為在 British Columbia 省的一所

學校內挖掘出 215 位加拿大原住民的遺體。當年加拿大實行一種政策，讓加拿

大原住民的孩子離開家庭，集中到白種人管理的學校上課。可是一直有各種報

導說，這些學校裡的原住民孩子受到很不好的待遇。這一所學校在 1987 年正

式關閉。當地的一位原住民領袖一直懷疑有些孩子大概是在這裡去世的，他們

利用了高科技才找到這些孩子的遺體，最小的孩子只有三歲。 

 加拿大總理對此事表示震驚，加拿大當年的政策顯示了他們有嚴重的種族

歧視。也許在那一個時代，西方國家的種族歧視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孩子去世

了，似乎沒有任何紀錄，家長也不知道，這才是令我無法理解的事。難道加拿

大一直沒有死亡證明這種制度嗎? 

加拿大最近常常對人權問題發表聲明，這個事件在 BBC 的新聞網頁上連續

三天都是頭條新聞，顯然加拿大的聲望是受到了重創。但是我相信加拿大已經

是一個文明的國家，應該不會再有這種事情發生了。 

一般說來，加拿大還是一個在國際上有一定聲望的國家。也許這個世界上

實在沒有什麼值得大家推崇的國家。一個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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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檢測站 

                         心得分享區 
 

 國外焦點一提到，遠距教學課程需與學生保有互動性，才能夠提高學習成效，

可見遠距教學對老師跟學生而言都是嶄新的體驗與挑戰。台灣自 5 月 18 日起

也迎向停課不停學的新學習方式，為了保持學生的學習力，老師們無不絞盡腦汁，無論是

防疫包、線上教學、影片教學等，都為學生的受教權而努力。請你分享你的遠距教學體驗，

並描述過程中得到的收穫或是感想。 

 

寫作指引：台灣的三級警戒來得令人措手不及，雖然先前已經有許多關於遠距教學的演練，但是包

含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都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出應對，適應新的學習方式。請你先分享你使

用的是哪些遠距教學的方式，並描述在學習過程中產生的想法跟收穫，內容可以是對同學的想念、

想對老師說的話，也可以提出你對遠距教學的建議，或是觀察到的優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專欄歡迎小文豪們參閱末頁的徵稿辦法，自己投稿至徵稿信箱、掃描 QR Code 至 Google 表單填寫答案，

或將稿件拍照傳給老師請老師代為投稿，本期心得截稿日期為 110 年 6 月 16 日星期三) 

(      ) 1. 根據國內焦點一的內文，下列何者不適用紓困 4.0 方案？ 

  (A)今年就讀於博幼小學 4 年級的佩佩。 

  (B)今年就讀於大學 2 年級的喬志。 

(      ) 2. 根據國外焦點二的敘述，在加拿大一所寄宿學校發現的兒童遺骸屬於哪個民族？ 

  (A)高加索人。 

  (B)印地安人。 

 3. 本次新聞中出現了加拿大、斯里蘭卡、美國、印度與新加坡這五個國家，請你在

封面的世界地圖上標註出這五個國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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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投稿天地                            

   

 

 優選：國姓中心-五年級-鄧佳萁 

對我來說，這段艱難時刻中，最無法適應的是「停課」這件事情。從我就學到現在，

第一次遇到停課，無法到學校與同學互動，遇到不會的題目只能通過訊息或是電話詢問，

覺得很不真實。這次停課學校為了讓我們停課不停學，還使用線上課程，需要我們自己設

定上課的程式，我一開始都被這些上網課的程式搞到瘋了！幸好有很熱心的同學教我怎麼

使用，才能順利的上網課。除了停課，我最害怕的就是停水，有一次我放學回家就聽到家

人說快停水了，我就快速洗了所謂的「戰鬥澡」，很怕沒有水可以洗澡！我記得老師之前上

課有講過，可以透過用蓮蓬頭洗澡、漱口杯漱口等方式省水，我也有漸漸在改變。最後我

想說台灣加油！！！！不要被疫情、停水、停電給打敗喔！！！！！ 

          優選：國姓中心-八年級-梁喻媗 

這段時間以來，台灣經歷了許多困難，疫情爆發三級警報、突然的停水、停電、地

震……等事件，這些問題一直徘徊在我的腦袋，該怎麼去改善或是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呢？

於是我列出以下幾點：第一點－面對新冠肺炎：我們應該要少出門、外出必須戴口罩、到

家將所有衣物換下及消毒，只為了不將病毒帶入家中及更多地方。第二點－面對停水中帶

來的衛生問題：平時節約用水、供水期間須趕緊存水、將水龍頭改用為省水模式、洗澡改

用淋浴。第三點－停電讓人陷入黑暗恐慌：平常要隨手關燈、將耗電品暫時停用、準備好

停電時需用物品，以免忽然停電，讓大家慌成一片。 

雖然這些舉動要人民持續、完全做到，可能有點困難，但為了將來能不必再承受現在

的痛苦，我們堅持一段時間也不算什麼吧！希望全臺灣的人民能夠大大努力，做好所有防

備，第一線的人員都已經很努力在解決問題了，我們也要做好人民該做的事情，大家共同

配合，才能夠解決新冠肺炎、停水、停電的問題。 

                                   

在這艱難的時刻，請你分享你如何克服生活上的不便，並寫下一段想對「台灣」說

的話，為台灣加油打氣 第 13 期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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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稿辦法 § 
        各位小文豪們，歡迎你將自己寫的「心得分享區」答案拍照或打成 Word 檔寄到徵稿信箱，

也可以直接掃描下方的 QR Code 圖檔，連結至 Google 表單後寫下你的答案，我們將每週從投

稿稿件中選出最多三則優選、三則佳作，本期得獎者加碼獲得統一超商 100 元禮卷乙張，優選

作品還將被刊登在《每週國內外大事》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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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心得截稿期限：110 年 6 月 16 日 (三) 22:00 截稿 

 答案填寫連結： 

  優選：橫山中心-九年級-何明靜 

在停電時，家裡會變得烏漆墨黑，什麼也看不到，任何 3C 沒電也就不能用了，也無

法追劇。在停水時，沒得喝也沒得洗澡，我們只得到外面去買很多瓶礦泉水來使用。在疫

情肆虐時，我們都要一直待在家，不管是升學還是課業都被耽誤，出門也一定要戴口罩，

尤其在如此炎熱的天氣下，戴口罩更不舒服。在這三個那麼艱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更堅

強，必須撐下去，要開始學會珍惜台灣、愛護台灣，要省水省電，然後不要亂跑，讓疫情

擴散加速。最後想和台灣說一句話：「謝謝你讓我在那麼安全的地方長大，希望這次的困難

我們能一起克服，加油！」 

 

佳作： 

埔里中心-六年級-梁奕筑 / 宜蘭中心-七年級-李芹   / 竹東中心-八年級-謝宇舒 

彰化中心-八年級-林妙欣 / 濁水中心-九年級-全芯梅 / 竹東中心-九年級-林巧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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