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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　 2022年 10大兒少新聞揭曉 早自習新聞登第一 

2022年國語日報 10大兒少新聞票選結果揭曉，中學生組上榜的新聞第一至

第三名分別為：111學年起高中早自習禁考試且不能記出缺席、青少年遭網路霸

凌 15%不求助、烏克蘭近 2/3兒童被迫離家，顯示出學生關注的新聞大多是與兒

少相關的議題。對於票選結果，國中老師指出，雖然國中生的早自習時間仍有考

試、升旗，但是不會處罰遲到的學生，對於高中不必參加早自習的規定，國中生

顯現出高度關注；參與新聞票選的學生表示同學們都關注網路霸凌，希望不要捲

入霸凌事件，學生們也對於烏克蘭的兒童因戰爭被迫離家感到不捨，很難想像年

紀輕輕就經歷這些事情。

步驟一： 教師先確認學生的先備知識：

什麼是「網路霸凌」？

步驟二：  學生瀏覽新聞後，教師可以這樣問：

1根據票選，2022年中學生最關注的新聞為何？ 
    答： 111學年起高中早自習禁考試且不能記出缺席。

2 根據新聞，國中生們專注的新聞大多都與什麼議題有關？ 
     答：大多是與兒少相關的新聞議題。

步驟三：   讀完新聞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你認為國中生為什麼會特別關注高中取消早自習的新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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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二　臺灣義務役延長為 1年 義務役年資將與勞退制度銜接

蔡英文總統 12月 27日召開國安高層會議，拍板定案國民義務役將從 4個月

延長為 1年，實施對象為民國 94年次以後出生的役男，月薪也從目前的 6510元

提高到 26307元，預計於 113年 1月 1日實施。為兼具公平性，政府將推動修法，

讓延長的義務役年資與勞保退休金制度銜接，由國防部負擔雇主提撥的責任。總

統引用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名言：「在屈辱過後，還是得面對戰爭。」強調和平不

是從天而降，備戰才能避戰，能戰才能止戰，只要臺灣夠強，青年就不用上戰場，

也承認這是「無比困難的決定」，但身為總統和三軍統帥，自己有責任提升國防

戰力。

步驟一：    教師先確認學生的先備知識：

什麼是「義務役」？

步驟二：  學生瀏覽新聞後，教師可以這樣問：

1  根據新聞，目前義務役的役期為何？ 
答： 4個月。

21年制的義務役推行後，役男在服役期間的勞保退休金將由誰提撥？
     答： 國防部。

步驟三：   讀完新聞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你認為調整義務役役期有助於加強臺灣的國防戰力嗎？

義務役

為一種國家徵募軍人的制度，亦稱為徵兵制，指符合一

定條件的國民須強制加入軍隊服役一段時間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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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　 電子遊戲取代傳統玩具 西班牙 50年歷史玩具醫院即將
歇業 　

西班牙的一間玩具醫院 50年來為各種玩具提供維修服務，醫院裡的資深玩具

醫生里瓦斯對玩具充滿耐心，修理玩具的技術令人折服，多年來許多人從英國、

法國等地遠渡重洋到西班牙送修玩具。但是近年來電子娛樂產品興起，讓專門修

理傳統玩具的里瓦斯感到相當吃力，里瓦斯表示自己可以修理玩偶，但是無法修

理日新月異的電子玩具，因為他不是電子學的專家。如今里瓦斯因年事已高宣佈

退休，他的三個孩子也不願意繼承玩具醫院，代表著玩具醫院將面臨停業。

步驟一：      教師先引起學生的相關經驗：

你曾經修理過玩具嗎？

步驟二：  學生瀏覽新聞後，教師可以這樣問：

1資深玩具醫生里瓦斯主要為哪類的玩具提供維修服務？

     答： 傳統玩具。

2 根據新聞，玩具醫生無法修理日新月異的電子玩具主因為何？ 
     答：因為他不是電子學的專家。

步驟三：   讀完新聞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在科技日漸發達的現代，許多傳統行業已經逐漸沒落，你知道還有哪
些已經被取代或沒落的傳統行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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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二　 塑膠包裝食物塑膠微粒含量高 食用 1年等於吃下 2
個塑膠袋

醫學家已經在人類的器官跟血液中發現塑膠微粒，雖然未能確認對人體的

危害，但為了找到進入人體的塑膠微粒來源，英國普茲茅斯大學研究團隊對塑

膠包裝的食物進行實驗，實驗結果發現，從超市買回來的塑膠包裝食物，其中

的塑膠微粒含量比傳統市場的無包裝食材多出 7倍，以塑膠微粒的數量推算，

吃塑膠包裝食品 1年等於把 2個塑膠袋吃下肚，相當驚人。專家也預估，全球

的塑膠生產量將會在 20年內翻倍成長，屆時流進海洋的塑膠微粒也會增加為 2

倍，為了避免塑膠微粒對環境的影響，人類應該要致力於進行減塑行動。      

                                               

步驟一：  教師先確認學生的先備知識：

�什麼是「塑膠微粒」？

步驟二：  學生瀏覽新聞後，教師可以這樣問：

1  根據新聞，醫學家在人體的哪些地方發現塑膠微粒？ 
答：在人體的器官跟血液中。

2 根據新聞，全球塑膠生產量將在幾年內翻倍成長？

    答： 20年。

步驟三：   讀完新聞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看完新聞，你會減少食用以塑膠包裝的食物嗎？

塑膠微粒

指直徑或長度少於 5 毫米的塑膠碎片，不但造成海洋汙
染，部分塑膠微粒可能在空氣中飄動，農業用的塑膠膜

也可能掉進土壤中造成土壤汙染，可說是無所不在。



選自 李家同校長  國際觀專欄 (226)112年 1月 4日

我國媒體不太注意以色列的新聞，以色列最近有了一個新總理，這位總理

其實是從前的總理 Netanyahu回鍋的。他本來就是相當右派，這次他的政黨沒

有能夠獲得多數，所以必須和小黨聯合，而這個小黨卻是一個由猶太激進份子

所組成的政黨。他們極端地對巴勒斯坦人有敵意，倡導將巴勒斯坦全部併入以

色列。他們甚至於要立法准許一些醫院拒絕同性戀病人。

 昨天的新聞，以色列新政府的一位部長到耶路撒冷的一座清真寺，這座

清真寺向來拒絕非伊斯蘭教徒進入的，這位部長當然也還沒有敢進入清真寺，

但是已經到達清真寺的廣場。這被認為是嚴重的挑釁行為，這位部長還聲稱自

己將會再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中國都已經要求召開安全理事會討論這項行

為。

 大約一週前，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要求聯合國國際法庭對於以色列佔

領巴勒斯坦一事表示意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只有葡萄牙贊成這項決議，

法國缺席，其他的西方國家全體反對。所有的中東國家全部贊成這個決議，俄

羅斯和中國當然也贊成。以色列又遭遇一次外交上的挫敗。

 以色列政府官員敢做這種挑釁行為，乃是因為以色列的背後一直有美國的

支持。聯合國的投票顯示了這個世界仍然是一個分裂的世界，至於人權議題，

其實是個假議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即使通過任何譴責以色列的決定，以色列

也可以置之不理，何況美國還可能會使用否決權。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以色列政府能夠自制，不要讓這種激進份子能夠為

所欲為。我們實在不敢盼望以色列官員都是和平締造者，但也不能有任何一位

是仇恨締造者。自從川普擔任美國總統以後，以色列激進份子的勢力就越來越

大。我國媒體也應該密切注意巴勒斯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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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官員的挑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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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1 根據國內焦點二的內文，2006年出生的小寶應該要服多久的義務役？ 

A 4個月。 

B 1年。

（   A  ）2 根據國外焦點二的敘述，珍珍購買下列哪項食物可能會攝取較多的塑膠微粒？ 

A 到超市中購買用保鮮膜跟保麗龍盤包裝的即食滷味。 

B 到傳統市場購買的零售蘋果，並用自己準備的帆布購物袋包裝。

3 本次新聞中出現了英國、西班牙與烏克蘭這三個國家，請你在下面的世界地圖上標

註出這三個國家吧！

2 英國

臺灣

1 烏克蘭

3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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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內焦點一中提到，2022年兒少新聞票選前三名大多是與
兒少相關的議題，請你也回想過去一年中有哪些新聞事件在新聞

課、家人朋友間引起高度討論，或是讓你產生高度共鳴，請你分

享一篇 2022 年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新聞，並說明原因。

寫作指引：

請教師先帶領學生一起看過題目後，確認學生能理解題意，再請學生理解，本題討論的新

聞議題應為 2022年發生的事件，以下提供第四到第十名兒少票選的新聞供學生參考：世界
盃足球賽於卡達登場、團團離世、梨泰院悲劇、18歲公民修憲案、15%兒童交通事故傷亡
是因為過馬路、兒童染疫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小學生視力不良率下降。學生可以就《每

週國內外大事》的新聞議題中挑選，也可以分享自己於其他報章雜誌或電視新聞中看到的

新聞，描述該篇新聞，並詳細說明對該篇新聞印象最深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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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 1月 1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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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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月 18 日 (三 ) 22:00 截稿 答案填寫連結

佳
作
佳
作

第 39期題目：　    請分享你的運動習慣，或是提出你會怎麼提高運動量，讓自己更健康。

　   優選： 埔里中心 -六年級 -陳立祚
我覺得我的運動量很足夠，基本在每天早自習和下課都會出去打球、踢球加起來也快一小

時 30 分了，假日沒事也會出去找朋友一起玩，我自己的話就是假日固定練球三小時，下午找

朋友玩，我覺得運動就是要找有興趣的運動和一些朋友一起才好玩。

         優選： 彰化中心 -六年級 -黃勝楷
我每天都會跑五圈操場，雖然每次都累得要死，但心裡卻很開心。因為運動是對身體健康

十分有益的事，而且在跑步時，會一邊和同學玩，不僅增加了運動量，也轉移了疲累的感覺。

說到運動，不得不提到我參加的社團―歌仔戲團，我在社團裡常常耍玩一根重重的花槍，

我還會雙槍喔 ! 每次都練得滿頭大汗，這也算是一種運動吧 ! 另外我也參加花鼓棒隊，那可

是本校特有的社團，甩的棒子跟花槍差不多，也是常常練得汗流浹背。另外，下課時間也會和

同學一起打球，切磋球技。所以我每週的運動量應該很足夠了，平時多喝開水，三餐營養均衡

並且保持身心愉快，不僅頭好壯壯，身體也很結實，怪不得大家都稱我「健康寶寶」。

   優選： 國姓中心 -八年級 -李星昀
我必須說：我很抱歉，我的身體。因為我其實都沒有在運動，勉強算上的只有在體育課時

候會運動而已，我每次都說要減肥、要運動，結果每次都只有支撐一天，然後運動也不到 30

分鐘，就算有也只有一兩次而已，之後就支撐不了，然後就一直變胖，真是悲傷！所以回答運

動習慣這題，讓我覺得很難回答，但想想要提高運動量的部分，可能可以考慮從我最喜歡的運

動項目：跳繩開始，反正我希望以後可以改掉這個壞習慣。

               
       彰化中心 -六年級 -陳尉浚 /埔里中心 -八年級 -林庭萱 /濁水中心 -八年級 -米靖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