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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　 營養法推動 40年 終通過草案送立法院

「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已推動 40年，行政院會 11月 9日終於通過草

案審查，法案內容多為宣示、鼓勵性質以強調營養的重要性。例如，軍公教機

關採購應納入健康營養概念，包含堅果、蔬果等，且辦理活動時若提供飲品，

應以不含糖飲料為主；鼓勵醫療、社福機構等對服務對象進行營養及健康飲食

教育；將營養食品教育列入各級學校評鑑等。新法案中唯一強制訂出罰則的法

條是針對「不實訊息」，若散播營養及健康飲食的錯誤訊息且有影響人民健康

之虞，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得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步驟一： 教師先引起學生的相關經驗：

你覺得你注重自己的飲食健康嗎 ?

步驟二：  學生瀏覽新聞後，教師可以這樣問：

1  營養法的內容多以什麼性質為主？ 
答： 宣示、鼓勵性質。

2  營養法唯一訂出強制罰則的法條為何 ?
    答： 針對「不實訊息」，若散播營養及健康飲食的錯誤訊息且有影

響人民健康之虞，得予以處罰。

步驟三：   讀完新聞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你認為以宣示、鼓勵性質為主的法案效力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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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二　    9成民眾曾目睹大人在公共場合打罵小孩

兒福聯盟 11月 13日公布「公共場合目睹大人打罵小孩經驗調查」報告，

發現近九成民眾曾在公共場合目睹大人打小孩、大聲責罵或是用力拖走小孩，

地點包含百貨公司、便利商店、餐廳、馬路邊以及公園。根據調查，約 60%

民眾在事發時會先站在旁邊看，必要時再出手；約 31%民眾會自行上前勸阻

或請人協助勸阻，以及報警或打保護專線。兒盟執行長表示，兒童遊戲場域、

補習班或校園等場所，本應是兒童感到安全和受保護的地方，在這些地方發生

暴力事件會對兒童造成直接的心理影響，也使處於同樣場域的兒少因目睹暴力

行為而產生負面影響，建議公共場所負責人在醒目的地方張貼或擺放零暴力標

誌、海報、文宣品、親職教養建議手冊等，實施「零暴力空間」。

步驟一：     教師先確認學生的先備知識：

�你曾經在公共場合看過大人打罵小孩嗎？

步驟二：  學生瀏覽新聞後，教師可以這樣問：

1新聞中提及的公共場合包含哪些地方？

     答：百貨公司、便利商店、餐廳、馬路邊以及公園。

2 新聞中，兒盟執行長提出哪些建議以建立「零暴力空間」？

     答： 建議在醒目的地方張貼或擺放零暴力標誌、海報、文宣品、
親職教養建議手冊等。

步驟三：   讀完新聞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如果你是一個成年人，在公共場合看到大人打罵小孩，你會怎麼做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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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　 非營利組織在馬來西亞沙巴辦學 幫助無國籍孩童   

馬來西亞沙巴因為其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歷史因素，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為無國籍人士，這些無國籍人士因為沒有身分，不但無法上學、無法正常工作

也不能享有合法就醫權利，而且只要第一代沒有取得國籍，他們的後代都會成

為無國籍人士。為了讓這些孩子能擁有受教權，非營利組織在此創立婆羅洲學

校，專門提供沒有身分的孩子就讀，目前學校擁有 700多名學生，因校舍不足，
學生需要分成上、下午班分批上課。此外，因無國籍家長難找到穩定、高薪的

工作，每個月薪水大約僅有 500到 900令吉，相當於 3500至 7000元台幣，為
了避免學生因付不出學費而輟學，該學校校長表示，有約 40％的學生都是靠
學校資助。目前學校中已經有第三代無國籍孩童就讀，顯現出未來無國籍人可

能會越來越多，無國籍孩童的受教權將成為重要問題。

步驟一：  教師先確認學生的先備知識：

�什麼是「非營利組織」？

步驟二：  學生瀏覽新聞後，教師可以這樣問：

1  無國籍人士因為沒有身分，無法享有哪些權利？ 
答：無法上學、無法正常工作也不能享有合法就醫權利。

2 根據新聞，可能導致無國籍學生中輟的原因為何？

     答： 因為他們的家長也是無國籍人士，無法找到穩定、高薪的工作，
導致付不出學費。

步驟三：   讀完新聞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馬來西亞沙巴的無國籍孩童面臨嚴重的受教權問題，你認為除了新
聞中提及的合法就醫權及受教權，他們可能還會遇到哪些困難呢？

非營利組織

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或是團體，通常

是支持個人關心或是公共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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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二　 巴金森氏症新研究 植入電極讓患者恢復行走 

      馬克是一名住在法國的巴金森氏症患者，已經罹病 30年，他與 90%以上
的晚期患者一樣有嚴重的行走困難問題，尤其是「步態凍僵」，患者會暫時無

法移動，為跌倒高風險族群。由於人類對巴金森氏症尚有許多未知，導致治療

困難度極高，但是日前一個瑞士團隊研究出新的治療方法，他們在馬克脊髓植

入複雜的電極系統，稱為「神經義肢」，以電擊神經的方式讓患者行走，且步

態幾乎與正常人無異，試圖解決步態凍僵的問題。英國巴金森氏症防治協會研

究主任表示，這可能是一項具顛覆性的技術，有助巴金森氏症晚期患者恢復活

動，不過也強調，這是侵入性手術，還需要更多研究才能確保安全性。

步驟一： 教師先確認學生的先備知識：

什麼是「巴金森氏症」？

步驟二：  學生瀏覽新聞後，教師可以這樣問：

1   巴金森氏症患者在晚期會有什麼嚴重的問題？ 
答： 行走困難，尤其是「步態凍僵」。

2 瑞士研究團隊透過什麼方式讓馬克恢復行走能力？ 
     答： 他們在馬克脊髓植入複雜的電極系統，稱為「神經義肢」，以

電擊神經的方式讓患者行走。

步驟三：   讀完新聞後，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科技的發展讓許多疾病的患者能夠過著比以往更便利的生活，你還
知道醫療的進步讓哪些疾病的患者能重拾健康呢？

巴金森氏症

是一種好發在老人身上的退化性神經疾病，

症狀為手部發抖、四肢僵直和行動緩慢。



選自 李家同校長 國際觀專欄 (244) 112年 11月 06日

  哈瑪斯忽然發動對以色列的攻擊，相信他們知道以色列會反擊，而

且也一定會勝利。為什麼哈瑪斯要如此做呢 ?我相信他們一開始就設計了

一個陷阱，讓以色列掉入而不能自拔。這個陷阱就是以色列的空軍轟炸以

及地面攻擊。這些軍事行動都一定造成加薩走廊的大量平民死亡，也因此

可以造成伊斯蘭國家的人民對以色列的怨恨，這種仇恨乃是哈瑪斯最希望

製造成功的。

 最近國際媒體所報導的全世界各地反以色列的遊行示威在風起雲湧之

中，印尼有最多的伊斯蘭教徒，那裡的示威是最大規模，倫敦挺巴勒斯坦

的遊行規模也相當之大，以色列可以說是 win the battle but lose the war(贏

了戰役卻輸了戰爭 )。

 所羅門王曾經統治以色列，他是一位十分具有智慧的人，希望以色列

能夠有一位領袖，可以跳出哈瑪斯所製造的陷阱。因為仇恨可能綿綿無絕

期，這才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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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掉入了哈瑪斯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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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1 根據國內焦點二的內文，近9成民眾曾經在下列哪些場所目睹暴力？ 

A 醫院、電影院。 

B 公園、馬路邊。

（   B  ）2 根據國外焦點一的敘述，婆羅洲學校的特色是什麼？ 

A 提供所有學生免費就讀。 

B 提供無國籍學生就讀。

3 本次新聞中出現了馬來西亞、瑞士這兩個國家，請你在下面的世界地

圖上標註出這兩個國家吧！

臺灣

2 馬來西亞

1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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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內焦點一的內文，行政院會通過「營養及健康飲食促

進法」，其中一項為鼓勵社福機構對其服務對象進行營養及健

康飲食教育，而博幼的其中一項服務主軸就是維持健康，透過

營養補充與餐食健康，提供孩子牛奶、堅果及餐點需求，補足

孩子所需營養，請你分享你在博幼接受營養補充協助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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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請學生回想，在博

幼上課輔班的時候，老師會在上課前、下課時提供哪些餐食或點心，可能是牛奶、

麵包、堅果，也可能是餐食補助，以補充學生的日常營養所需，請學生分享自己

平時接受的營養補助項目，並說說心得，也可以表達自己對這項協助、或是提供

相關協助的老師或是廠商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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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讀者迴 響響
第 32期題目：　 你的學校曾經禁止學生攜帶哪些物品到校呢？你認為這些禁令

是合理的嗎？

　   優選： 竹東中心 -五年級 -王盈珊
我們學校有禁止過蛇板、腳踏車、蘿蔔刀，我覺得較合理是蛇板，因為我覺得它的危險

程度很高，如果在人多的地方用的話可能會撞到人，別人就會受傷，所以我覺得禁用很合理。

但我覺得禁止腳踏車就不合理了，因為如果有一些人，家離學校比較遠，需騎腳踏車的話要

怎麼辦？所以應該多多宣導行車安全的注意事項才是重要的。

 優選： 陳有蘭中心 -七年級 -馬惟中
我的學校禁止我們攜帶電子菸、酒、檳榔、美工刀到學校，首先前三者我認為身為還在

發育的我們，確實不適合碰觸這些物品，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會深害到自己的健康，其中有一

次印象深刻的例子，在我國小四年級時，同學偷偷攜帶電子菸到校，我因為自己的好奇也誤

吸了電子菸，因為這件事情的發生，小時候的我不懂得好與壞，所以從此，我對於未知的物

品充滿警惕。再來就是美工刀，我認為學校禁止攜帶是很合理的，好幾年前在水里的學校曾

經有同學帶美工刀到校，不小心割到同學的動脈造成同學從此離開。我認為這些禁令非常合

理，適時的預防，而不是等發生了才來懊悔。

     優選： 竹東中心 -八年級 -江博旭
我們學校不能帶雷射筆，大多數的學校不管是國小、國中、高中都有不能帶雷射筆的規

定 其實我也覺得不要帶雷射筆到學校會比較好。在學校玩雷射筆如果不小心射到同學的眼睛

會造成同學的眼睛受傷，輕則點眼藥水，傷勢重一點可能會失明，這個禁令能避免到眼睛的

傷害。其實每一個物品都有一定的危險性，重點是要學會正確的使用每一樣東西。

    
    沙鹿中心 -五年級 -施巧柔 /沙鹿中心 -六年級 -李柏亨 /竹東中心 -八年級 -呂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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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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9日 (三 ) 22:00 截稿 答案填寫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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