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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　3月 1日起微解封 6大鬆綁措施一次看

國內疫情逐漸趨緩，隨著疫苗覆蓋率上升，衛福部自 3月 1日起適度放寬

防疫措施，讓民眾能逐步回歸到正常的生活。新上路的微解封規定包含口罩微

解封，民眾得於從事室外運動、室外拍攝個人與團體照、講課等談話工作時拿

下口罩，此外尚有大眾運輸開放飲食、開放賣場試吃、暫停離島快篩、有條件

開放醫院探病、開放非本國籍商務人士來臺等 6大措施。衛福部表示，雖然有

免戴口罩場合，但民眾仍應隨身攜帶口罩，當出現新冠肺炎相關症狀時仍須戴

上口罩。

焦點二　多校禁止學生外穿禦寒衣物 學生可依法反應

教育部於 109年修正高中以下學校的服裝儀容法規，規定在天氣寒冷時，

學校應開放讓學生在校服內外都可以加穿保暖衣物，但 2月中氣溫下降時，臺

灣青年民主協會仍收到 40所高中、15所國中的學生反應學校禁止學生外穿便

服外套，明顯違反規定。對此，新北市教育局長表示，絕對不允許任何學校因

學生穿便服外套保暖而懲處學生，已函文給學校重申服裝儀容規範。國教署也

補充，學生若發現學校未依法規規定，可到國教署署長信箱反應，國教署受理

後會確實查處。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

簡稱青民協 (TYAD)，是一個以推動青年參與民
主政治與公共政策為目標的公益性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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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國際聯合譴責制裁

俄羅斯與烏克蘭自蘇聯解體後，各自成為獨立的國家整整 30年，但日前，

俄羅斯以烏克蘭未遵守《明斯克協議》中，擴大烏東地區居民自治範圍的協議，

以及烏克蘭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嚴重威脅俄羅斯本土安全等因素，於

2月 24日出兵從三面攻打烏克蘭。至 3月 1日止，戰火已經造成 363名平民

死亡，其中包含 14名孩童。對此，國際間紛紛宣布制裁俄羅斯，西方國家也

將特定的俄羅斯銀行逐出環球金融電信協會 (SWIFT)支付系統，等於是將俄

羅斯的金融網路切斷，藉由各種制裁譴責俄羅斯的行為，截至 3月 3日止，俄

羅斯尚未針對國際制裁發表官方回應。

焦點二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失控 單日新增 5萬確診

香港自 1月初爆發第 5波疫情以來，疫情逐漸失控，3月 2日甚至新增 5

萬案例，創下單日確診新高。面臨失控的疫情、崩潰的公共醫療系統，香港特

首林鄭月娥表示，3月起全民都必須接受普篩，也就是香港的 750萬人口都必

須接受篩檢，藉此斷絕病毒傳播。此外，香港目前採取最嚴格的防疫政策，包

含晚上 6點後不得在餐廳用餐，公共場所的聚集限制人數最多 2人等，許多飯

店也須提供疫苗施打證明才能進入，且香港的幼稚園、小學、中學提前到 3月

就放暑假，以防控疫情。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簡稱北約，為歐洲及北美洲國家為實施軍事防衛合

作而建立的國際組織，是西方重要的軍事力量，若烏

克蘭成功加入北約，西方國家的軍隊可以進入烏克

蘭領土，將對鄰國俄羅斯的國土安全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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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 李家同校長我的國際觀專欄 111年 3月 2日

俄烏戰事開始以後，我看到一篇 BBC記者的報導，這位 BBC記者在基輔

告訴大家當地的恐慌情形。我當時在看的時候就有點疑惑，因為他提起想坐火

車到俄國去，後來發現原來他是俄國人。他的報導中最令我感慨的是，他說他

在烏克蘭已經很久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俄國人，可是他從來沒感覺到任何

仇視。

 烏克蘭原來是蘇聯的一部份，可以想見烏克蘭境內有多少俄國人。但是

這些俄國人和烏克蘭人也一直是可以和平相處的，俄烏戰爭爆發以後，媒體會

詳細介紹烏克蘭的歷史，的確烏克蘭和俄國之間有不愉快的事件，其實這都已

經過去了。

 羅密歐與茱麗葉分屬兩個大家族，這兩個大家族交惡甚久，可是這兩位

年輕戀人只知道彼此間的愛情，過去的愛恨情仇對他們的愛情毫無影響，但是

這兩位年輕人仍然因為已經過去的事而遭遇到悲慘的下場。

 希望大家知道，兩個國家之間在歷史上可能曾經交惡，但是政客們不應

該仍然利用這種過去的事。前些日子我也看了一部電影，一個英國家庭原來過

著非常美好的生活，夫妻之間也相當恩愛，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英國人。可

是大戰發生，兩國政府的對立而造成了這個家庭的悲劇。

 我們誰都應該永遠記得，一般老百姓對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沒有仇恨的。

我們不應該讓政客們提醒我們歷史上所發生的事，我們應該大聲地告訴他們，

過去的恩怨，就讓它過去了。我們要過好的日子。

 我們要看喜劇，我們不要看悲劇。

俄烏戰事使我想起了羅密歐與茱麗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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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根據國內焦點一的內文，民眾在下列哪一種情況時仍須配戴口罩？ 

A到阿里山健行時。 

B在公園打網球，但有輕微咳嗽。

（　　）2 根據國外焦點一的描述，將俄羅斯逐出環球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支付系統屬於哪項制裁？ 

A軍事制裁。 

B經濟制裁。

3 本次新聞中出現了俄羅斯、烏克蘭、香港這三個地方，請你在下面的世界

地圖上標註出這三個地方吧！

台灣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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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內焦點二的敘述，高中以下學校的服裝儀容法規明訂，學校應

開放學生在校服內外添加保暖衣物、保暖配件等，並明定學校不得限制學

生髮式，也不能處罰違反服裝規定的學生，保障學生的儀容自由權利。雖

然教育部已經明訂法規，部分學校仍會規定學生球鞋的顏色、樣式，也有

學校規定學生不得在校服外添加外套，如果你遇到學校違反規定，你會向

校方或是國教署反應嗎？為什麼？

寫作指引：

雖然教育部有明文規定不得限制學生的服裝，但是校方也常常提出各種理由強迫學生遵守，如果

學生遇到這樣的狀況時，雖然可以向國教署或校方反應，但是學生不一定會有對抗公權力的勇氣，

如果選擇反應、提出異議，可能會被老師或是同學認為是公然違反校規；若是選擇不反應，則表

示順從學校規定，即使有不方便的地方，也會諒解學校訂立規定的原因，並服從規定。請學生想

想，如果是自己遇到這樣的事件，是否會向校方提出反應，並說明原因，如果曾經有過相關的經

驗，也可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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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3月 1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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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期題目： 　 請你為反毒盡一份心力，撰寫一份反毒文宣，呼籲青少年向

毒品說不。

　   優選： 陳有蘭中心 -七年級 -拔力﹒索克魯曼
茫茫人海中，毒品無所不在！就猶如一股濁流悄然的侵襲每一處角落，毒品又像一位可怕的

惡魔，傷害那些無知的少年，摧殘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已毒不回」，遠離毒品不僅是宣言，

而是真實行動才能達到「效」果，一但淪陷就會變「笑」果。

　   優選： 澎湖中心 -八年級 -洪瑞宏
到了青少年，雖然功課壓力可能會很大，但絕對不能靠吸毒來讓自己獲得短暫的快感，快感

只是一時的，健康卻是一世的，更何況只要上癮了，想要戒掉將會很痛苦且很久，而且身體就會

慢慢的出狀況，還有可能為了吸毒而偷家裡的錢，與父母發生爭吵，最嚴重的話，可能還會危及

生命，所以，絕對不要去碰毒品。

　   優選： 埔里中心 -八年級 -柯念辰
在這幸福的世代，許多事物都披上了糖衣，但新興毒品，即使披上了五彩繽紛的糖衣，也改

變不了吸食者出現健康危機的事實，所以我們應該對吃食多加留意，不要食用來路不明的食物，

讓毒品遠離生活，打造身心健康的美好人生。

　　 
         埔里中心 -六年級 -田鈺琪 /陳有蘭中心 -八年級 -蘇浩澤 /埔里中心 -八年級 -田又如佳
作
佳
作

投 稿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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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得獎者獲得統一超商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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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3 月 16日 (三 ) 22:00 截稿 答案填寫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