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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焦點一  

蔡總統再度點名張忠謀任我國 APEC 領袖代表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預定 11 月舉行年度峰會，今年主辦國紐西蘭宣布將在 7

月 16 日先召開線上非正式緊急峰會，和各國領袖討論亞太地區如何因應疫情及其

帶來的經濟影響，蔡英文總統宣布再次邀請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擔任 APEC 領袖代表。總

統蔡英文表示，將請張領袖代表在會議中提出兩項主張，第一個主張為應讓各國公平迅速

取得疫苗，第二個為在疫後時代，APEC 成員國應該攜手合作，秉持自由貿易的精神與原則，

對全球復甦做出貢獻。高齡 90 歲的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是世界知名半導體企業家，這次

是張忠謀在蔡總統任內第 4 度擔任 APEC 領袖代表，對蔡總統的兩點主張表示有共識，很

開心能夠代表台灣發表自己的意見。 

 

國內焦點二 

手機成癮問題嚴重 專家給予正確使用建議 

現代人手機成癮的問題嚴重，無論是成人或是青少年，每天花在使用手機的時間比

自己想像的還要多。英國一項研究顯示，過於頻繁地滑手機，不僅會干擾生活節奏，

導致睡眠紊亂，還會影響自我認知，陷入低落、抱怨的情緒。關於如何改善手機成癮的問

題，專家給予一些實用的建議，包含刪掉浪費時間的 APP，例如社交、新聞等；把通知推

送提醒功能關閉，不要讓不重要的資訊出現、產生干擾；不要直接收看任何推送到你眼前

的影片或廣告，而是以獲取知識為目的自己進行搜索。至於使用手機的時間，專家建議，

每天晚上不要攜帶任何電子產品進房間，睡前半小時也禁止使用任何電子產品，同時，家

長和孩子應該一起商量好使用電子產品的合理時間，上高中以後才能使用社群媒體，才能

避免手機成癮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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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焦點一 

維珍銀河公司老闆成功上太空 載客太空旅行成真 

「維珍銀河」創辦人理查布蘭森 11 日登上自家太空船「團結號」」(VSS Unity)到

達離地面 85 公里處，也就是大氣與太空的交界處後關閉太空船動力，約有 4 到 5

分鐘的時間處在微重力狀態，隨後在機場降落。由於美國政府認定，海平面 80 公里以上的

地方就是太空，因此布蘭森成為首位上太空的太空旅行業老闆，為太空旅行揭開序幕。布

蘭森創辦的維珍銀河公司將在 2022 年正式開啟載客服務，雖然一趟要價台幣 700 萬，但

目前已經有 600 人付了訂金要一圓太空夢。布蘭森也以親身經歷激勵所有造夢者，天空不

是夢想的界線，鼓勵年輕人想想自己能做什麼，並且努力實現。 

 

 

 

 

國外焦點二 

南非暴動掩飾劫掠行為 至少 72 人死亡 

南非前總統朱瑪（Jacob Zuma）執政 9 年期間貪污醜聞不斷而被指控貪汙罪，因多

次拒絕出庭接受調查，遭到憲法法庭以藐視法庭罪判處 15 個月刑期。朱瑪 7 日入

獄後引發支持者不滿而爆發大規模暴動，截至 12 日止，暴動已經演變成大規模的劫掠事件，

各地商店和倉庫遭到洗劫一空，警方逮捕數千人，武裝部隊同時派出 2500名士兵協助警方

平定騷亂，數起暴動事件也造成 72 人死亡。南非總統拉瑪佛沙（Cyril Ramaphosa) 公開抨

擊犯罪行為，南非最大反對黨也於 14 日宣布將對朱瑪的子女提出刑事控告，指控他們發表

疑似鼓勵、煽動暴力和劫掠的言論。 

 

維珍銀河 (Virgin Galactic) 

是英國企業家理察·布蘭森爵士為打造太空旅遊業務而

創辦的一家公司，此公司為維珍集團其中之一，總部

設於美國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魯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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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焦點三  

民間組織提出訴訟 指控利比亞海岸警衛隊襲擊難民船 

6 月 30 日，一艘載滿難民的船隻在開往義大利途中遭到利比亞海岸警衛隊襲擊，

警衛隊企圖殺害船上的 63 名難民，畫面被民眾拍攝後在社交平台上傳播。雖然

船上的 63 名難民最終安全抵達蘭佩杜薩島，民間組織「海洋觀察」仍然在調查該事件

後，於本月 2 日在義大利對利比亞海岸警衛隊提起訴訟。儘管目前無從得知義大利司法

部門是否有權制裁利比亞海岸警衛隊的行為，但是影片內容令人髮指，已經掀起一陣輿

論撻伐。 

 

 

 

 

國外焦點四 

海地總統遇刺 警方拘捕海地裔美國醫生 

台灣的邦交國海地總統摩依士（Jovenel Moïse）7 日凌晨在家中遭人暗殺身亡，

夫人也身受重傷，入侵者是一群來自哥倫比亞的傭兵，半數以上的傭兵已經遭到

逮捕。此外，海地警政署長查爾斯 11 日宣布拘捕一名在海地出生、目前在美國佛羅里

達州行醫的海地裔醫師薩農（Christian Emmanuel Sanon），據悉為該起謀殺案的主謀，

推測其犯案動機為取代摩依士成為新一任的海地總統。從案發以來，薩農是第三位被懷

疑與總統遇刺案有關的嫌疑犯，查爾斯表示，薩農在 6 月搭私人飛機到海地，並聯絡私

人安全公司聘請這次犯案的傭兵，警方也突擊搜查薩農的家，尋獲一盒彈藥筒

（Cartridge）和約 20 箱子彈（Bullet）等，全案仍在調查中。 

 

海洋觀察 (Sea-Watch) 

是德國的一個民間救助組織，專門委託船隻為難民提供救

助，幫助穿越地中海的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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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士兵的父親 
選自 李家同校長我的閱讀專欄(54) 110 年 6 月 30 日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戰爭電影，多數是描寫戰爭中的軍人有多麼英勇。有一部好萊塢電

影講述美國在阿富汗的軍隊中有十二位士兵沒有戴鋼盔，打敗了大批的塔利班，真是神勇。 

我最近看了一部蘇聯在 1964年所拍的電影，叫做《士兵的父親》，這是黑白片。主角

是一個典型的鄉下老農人，在電影裡，大家都喊他爺爺。他的兒子是一個坦克兵，1944 年

時，他的兒子受傷，爺爺決定去探訪他的兒子。電影形容了他在這一段旅程中的辛苦，比

方說，有一段旅程是搭一輛用馬拖的板車。板車上當然都是老弱婦孺，可是大家都對他很

好。抵達醫院以後，才發現他的兒子已經復原，而且離開醫院了。這位老爺爺有點糊塗，

他堅持要進去醫院看看。大家也擋不住他，他走進去的地方是開刀房的出口。開刀房走出

一位非常疲倦的外科醫生，這位外科醫生和他談話時差點睡著了，但是又有傷兵送進來，

這位醫生只好打起精神準備動手術。醫生覺得和這位老先生辯論是沒有意義的事，所以就

要大家讓他進到他兒子曾經入住的病房。病房內還有其他傷兵，這些傷兵很歡迎這位老爺

爺，和他有說有笑。老爺爺帶了一些食物，也都送給了那些傷兵。他們告訴老爺爺，他的

兒子的部隊到了一個還蠻遠的地方。 

老爺爺離開醫院以後，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可以去那裡，而且他也沒有通行證。可是

他在路上又碰到了一位小兵，小兵告訴他，他就是要去那裡。等火車來了，就一起上火車

吧。下了火車，當地的軍人照說是不能讓老爺爺進軍區的，但是看他實在可憐，不能讓他

一個人流落街頭，就讓他混進去了。當天晚上，老爺爺聽到大批坦克車路過，他立刻爬起

來，在坦克車車隊旁大叫他兒子的名字，希望他的兒子能聽到，當然沒有結果。老爺爺不

知道自己其實已經在戰爭的前線了，所以他糊裡糊塗地被捲入了戰鬥，他也親眼看到當初

幫他忙的那位小兵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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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爺爺無處可去，他仍然想見到他的兒子。他突發奇想，要求加入部隊。部隊的長官

起初當然不同意，因為他實在太老。其實這位老先生的年紀雖然大，身體仍然是非常強壯

的。因為老爺爺堅持，長官只好答應了。電影中描寫老爺爺的軍隊一路進入了德國，有一

次，在戰鬥中，老爺爺和其他小兵趴在地上，躲避砲火。爺爺摸到了土壤，告訴其他的小

兵說，春天快到了，可以犁田播種了。還有一段小插曲，在戰鬥平息的一段時間內，老爺

爺忽然發現相當整齊的葡萄園，但是顯然這些葡萄樹需要修剪，有些地方應該紮緊。老爺

爺喃喃自語地和葡萄樹講話，也替這些葡萄樹做了一些事。可是蘇聯的坦克車隊過來了，

他們前進的方向會毀掉這個葡萄園，老爺爺站在坦克車前大聲呼喊，要他們不要侵犯葡萄

園。坦克車的指揮官大為光火，和他辯論。但是老爺爺反而把他罵了一頓說「我看你只會

喝葡萄酒，絕對不會種葡萄。」指揮官只好下令坦克車隊後退，走別條路。 

老爺爺是喬治亞人，有一次他忽然聽到有人唱喬治亞民謠，他終於找到了他的兒子。

可是槍聲大作，兒子中槍了，他終於看到了自己的兒子，也抱起他的兒子。兒子已經是軍

官，而且非常漂亮，和爸爸完全不同。兒子叫了爸爸，問他媽媽怎麼樣。老爺爺告訴他，

媽媽很好，這個士兵在他父親的懷抱中去世了。 

 這部電影是一個戰爭片，可是有一個特色，裡面的軍官都不神氣，裡面的小兵更加不

像英勇的戰士。很多小兵都是戴眼鏡的，他們顯然都是普通人。 

 這部電影告訴了我們，每一個在戰場的士兵都有父親和母親等他回家。可惜古來征戰

幾人回。 

 我看了這麼多戰爭電影，這是最好的一部，好萊塢不可能拍得出這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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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檢測站 

                         心得分享區 
 

國內焦點二提到，現代人無論是成人或是青少年都有使用手機的習慣，各種搜尋

引擎跟社群軟體為了增加流量，都讓使用者無意識的滑手機，因而花了過多的時

間卻不自覺，如果沒有自我約束，就會產生手機成癮的問題。請你提出一項造成手機成癮的

原因，並提出至少一個解決的方法。 

寫作指引：請同學們思考造成手機成癮的原因是什麼，可能是過於沉浸於臉書、IG 、抖音、購物網站、新聞

頻道、或是各種 Youtube 頻道，因為這些軟體背後的演算法會依照使用者的喜好推薦內容，導致手機會一直

跳出吸引使用者的畫面，讓人不停地點進去查看，另外，各種通知也會刺激使用者不停的滑開手機屏幕，這些

都會讓使用者無意識的滑手機。請同學針對自身遇到的問題，或是觀察到身邊的成人或同學遇到的問題，提出

造成手機成癮的原因，以及至少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並詳細的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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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8 日星期三) 

(      ) 1. 根據國內焦點一的內文，下列何者非張忠謀參加 APEC 將提出的主張？ 

  (A)為全世界公平取得疫苗努力。 

  (B)為全世界公平取得晶片努力。 

(     ) 2. 根據國外焦點二的敘述，南非的暴動行為表面上是在抗議前總統入獄，實則

是在掩飾什麼行為？ 

  (A)搶劫與偷竊的行為。 

  (B)前總統貪汙的行為。 

 3. 本次新聞中出現了南非、義大利、利比亞、德國與海地這五個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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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中心-八年級-王維禮 

      我認為針對家中設備不足，網路不穩定或是年紀太小無法自己操作設備，又缺乏大人

協助的線上中輟生可以透過慈善機構捐贈設備給需要的學生，另外網路不穩定及年紀小的

問題的學生可以全部集中起來到一個地方，那裡有提供順暢的網路和一群志願協助的志工

隨時幫助學生解決大大小小的問題，而防疫規定也要遵守，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優選：澎湖中心-八年級-陳寶珊 

線上上課已實施將近要兩個月，雖然線上上課是為了解決疫情下教育不停擺的問題，

但是許多學生卻將線上上課當成了放假！ 

在家學習相比下少了交通時間，也因考量學生長期看 3C 上課視力受損而將下課延長，

上課縮短。在家上課內容較輕鬆，許多學生缺少自制力，老師只能隔著鏡頭看學生，無法

得知學生在螢幕下的所作所為，又因在家學習受其他事物影響而分心，尤其是 3C 產品另開

分頁做其他事情非常容易！如果我是老師，我會利用表單來確認學生是否有專心聽課，當

我提出問題就將問題設立成表單要求學生都需在課堂時間內做完並提交，可確認學生是否

專心在螢幕前聽學及學習成效。 

 

如果你是老師，你會怎麼解決線上中輟的問題呢？請你提出至少一個造成線上中

輟的原因，並提出解決的方式。 
第 19 期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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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選：宜蘭中心-九年級-古兵 

在疫情三級警戒下，全國各級學校「停課不停學」，但是往往可能會有少數的學生因為

「設備不足」、「特殊家庭原因」而造成線上中輟，我認為會造成線上中輟的原因還有更多，

例如：1.學生面對較困難的題目常常解不出來，導致心態崩裂因此放棄學習。2.一個老師面

對的學生太多，可能沒辦法一次照料到全部的學生，加上有些學生比較不敢提出問題，導

致會被忽略掉。這些原因或許都會讓學生缺乏學習的動力，就用一些藉口去逃避學習。我

認為能解決的方法是「與家長保持聯繫」和「改變上課方式讓學習更有趣」。老師須跟家長

達成共識，讓孩子在上課時間準時上線，且家長需要適時鼓勵孩子或給予一些獎勵；人是

活的，教材是死的，老師可以跟學生討論用怎樣的上課方式才能讓學生保有對學習熱忱的

心，上的開心也有效率，這些解決方法之道應該滿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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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則佳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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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8 日 (三) 22:00 截稿 

 答案填寫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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