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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二　清大教授李怡嚴捐出畢生積蓄與收藏予清華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退休教授李怡嚴把總價值 8500萬元的畢生積蓄及黑膠

唱片收藏，全數捐贈給他奉獻一生、情感深厚的清大，捐贈儀式於 12月 12日在

清大名人堂舉行。根據校方規畫，李怡嚴捐款中的 5800萬元將成立「李怡嚴教

授薪火相傳基金」，協助年資三年內的新進教授採購儀器設備與資料庫、設立實

驗室，同時也提供其他領域的新進教授獎勵；另外將 1500萬元捐贈給物理系，

用於學術交流與人才培育；1000萬元用於清華出版社，成立出版基金協助人文社

會、藝術、教育領域的老師出版著作。至於數百張黑膠唱片，李怡嚴也全數捐贈

予清華圖書館，同時撥用 200萬元協助圖書館改善視聽館藏空間。

焦點一　 兩年一度移工大遊行 訴求廢除私人仲介

臺灣移工聯盟於 12月 10日舉辦兩年一度的大遊行，包含移工在內有超過 500

名民眾走上街頭，訴求為政府應承擔起跨國聘僱的責任、廢除私人仲介。臺灣國

際勞工協會專員表示，透過私人仲介至臺灣工作的移工來臺之前，都要先付一筆

8到 20萬不等的巨額仲介費給母國仲介公司，而這筆錢有一大部分會支付給臺灣

的仲介；此外移工在臺期間還要支付仲介「服務費」，一份 3年的契約須支付約 6

萬元，卻未必能得到服務，資訊不但不透明，資金用途也不明確。對此，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回應，勞動部會持續強化直接聘僱、轉換雇主效能及加強仲介管理，

完善移工在臺工作及生活服務，回應外界期待。



國外國外新聞新聞

32

焦點二　 以哈戰爭造成大量新聞記者傷亡 2023為記者最危險年

近年來，國際人權問題緊張，不僅多國處在戰爭狀態，就連在前線向大眾提供

即時資訊的記者也受到嚴重影響。根據國際記者聯盟（IFJ）公布的新聞工作者死

亡人數年度紀錄表示，2023年有 94名記者被殺害、近 400名記者遭到監禁，死亡

人數不但高於去年同時期的 67人，同時是 2021年死亡人數的兩倍，2023年無疑

是記者最危險的一年。國際記者聯盟補充，自從 1990年開始記錄因公殉職的記者

人數以來，以哈戰爭對新聞工作者的危險性比任何一場武裝衝突都高，在該戰爭中

的記者死亡人數和死者增加速度都「史無前例」，國際記者聯盟對於有心人士針對

媒體工作者的犯罪行為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深感憂心，敦促各國政府要「完整揭

露」這些案件，並採取措施以

確保記者的安全。

焦點一    肯亞首度舉辦植樹節 目標 10年內種植 150億棵樹 

肯亞於 11月 13日首次舉辦國家植樹日活動，當天全國放假一天，讓所有民眾

都能聚集在首都奈洛比（Nairobi）種樹苗。這是肯亞政府計畫在 10年內種植 150

億棵樹的第一步，為了實現目標，全國各地的苗圃在活動當天提供了 1億 5000萬

棵樹苗，官員呼籲每位公民至少種植2棵樹以提高森林覆蓋率。為了記錄植樹工作，

政府更推出一個應用程式，肯亞人可以透過該應用程式找到全國植樹工作的即時更

新情況、最適合當地生態系統的樹種資訊以及附近苗圃的位置，用戶還被要求記錄

自己的種植情況，每 4個月進行一次驗證，植樹最多的人將獲得「優秀植樹者」獎。

肯亞環境部長表示，這個節日的目的是提醒人們關心環境並思考地球暖化問題，而

植樹節也為這個最近遭受極端天氣襲擊的國家帶來一線希望。

國際記者聯盟

成立於 1926年，全球有 60萬名會員、分布於
100多個國家，是全世界最大的記者組織，宗
旨為保護記者的人權與自由。



選自 李家同校長 國際觀專欄 (248) 112年 12月 04日

荷蘭並不是一個常常上國際媒體的國家，一般說來，荷蘭相當平靜，但是最

近一位國會議員威爾德斯 (Geert Wilders)卻變成了國際新聞界的紅人。他創立了

自由黨，他之所以受人注視，乃是因為他非常反對伊斯蘭教、想退出歐盟。他對

伊斯蘭教的想法已經不是偏見，而幾乎是仇視，他甚至於贊成焚燒可蘭經。他多

次被人控告散播具有仇恨的言論，有一次也被判刑，但不知何故，他從未入獄。

最近他所屬的政黨在一次選舉中大勝，所以才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

 威爾德斯在選舉中的順利，對歐盟的形象來說，絕對是負面的。歐盟一直

認為自己是西方國家，有崇高的價值觀，仇視一個宗教當然和歐盟所提倡的價值

觀格格不入。國人也應該注意這件事，尤其應該注意歐洲潛在的種族主義。幾

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認為自己是所謂的基督教國家，也都想保持住基督教文化。

可是歐洲的伊斯蘭教徒卻在增加之中，所以歐洲發生好幾個因宗教而起的不幸事

件。法國一個漫畫雜誌曾經將穆罕默德畫得不堪入目，因而引起這個雜誌好幾位

成員被殺。德國仍然有新納粹黨，有些老師還會教學生如何做希特勒式敬禮。德

國的反猶太情結至今仍然是政府所擔憂的。北歐國家也有好幾次公開焚燒可蘭經

事件，可見得歐洲的確有少數人有非常偏激的種族主義。

國際媒體都說歐盟國家對荷蘭威爾德斯的大勝感到震驚，所幸他在這次選舉

中不再強調過去所推行的反伊斯蘭教想法，反而大談如何振興經濟。可是他的側

翼卻仍然有意無意中表示反對伊斯蘭教，投票給他的人大概不是因為他的經濟政

策，而是贊同他在宗教上的想法。

歐洲的宗教領袖們絕大多數都是非常反對種族主義的，尤其基督教和天主教

的神職人員更是如此，他們認為基督徒不可以對任何種族有任何的偏見，大家應

該和平相處。遺憾的是，在歐洲，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影響力是在減弱之中。

種族主義不同於種族偏見，種族偏見不見得有仇恨在內，種族主義卻會使人

民產生仇恨，這對世界和平是非常危險的。希望荷蘭的威爾德斯現象是暫時性的，

也希望荷蘭的知識份子能夠發揮影響力，減弱荷蘭人民的種族主義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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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議員威爾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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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      ）1 根據國內焦點一的內文，下列何者最能夠改善臺灣移工的現況？ 

A 臺灣政府加強對移工的管理與生活福利協助。 

B 臺灣政府補助與移工相關的私人仲介機構。

（      ）2 根據國外焦點二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以哈戰爭讓記者的處境更加艱難與危險。 

B 2023年的記者死亡人數較往年下降。

3 本次新聞中出現了肯亞與以色列這兩個國家，請你在下面的世界地圖

上標註出這兩個國家吧！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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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內焦點二的內文，李怡嚴教授將畢生積蓄捐贈給奉獻

一生的清華大學，清華大學也將該筆捐款規劃給多個單位、多

種用途，盼能推行更多研究、培育更多人才，讓這份愛傳承下

去。請你分享李怡嚴教授把畢生積蓄和收藏全數捐贈的行為與奉獻

的精神，對你有哪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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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請學生了解，李教授為

臺灣物理學的先驅，對臺灣科學教育與發展貢獻良多，同校的教授也形容他「以校為

家，他對清華的熱愛、對物理的執著，值得我們欽佩。」李教授退休後沒有將資產留

著養老，而是選擇將積蓄全數捐贈給教育機構，許多人形容他是真正的教育家，到現

在還是常常到清華的圖書館閱讀、做研究以精進自我，同時參與各大學的科學、文史

演講活動，求知若渴、持續學習與分享的態度是後代學習的典範。請學生分享看過李教

授的故事後，對自己有哪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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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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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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7日 (三 ) 22:00 截稿 答案填寫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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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期題目：
　 請你分享你實際使用或是你認為的社群媒體利弊。

  　   優選： 國姓中心 -七年級 -楊駿璿
    我是小五才創 FB 的帳號，因為我之前幾乎都只會跟我哥玩手遊，之後是因為同學要和我玩

手遊，沒有聯絡方式不好約我，所以就幫我創了一個帳號，之後我都在用 FB，有了 FB 我發現

做什麼都方便許多，有什麼不會寫的作業可以問人，也可以跟別人聊天，要玩遊戲時也很好約，

還可以交到有趣的網友。

          優選： 竹東中心 -八年級 -陳睿靚
我覺得社群媒體優點有很多，但缺點也非常多。先說好處，在社群中可以發自己的生活大

小事，也可以和遠方的朋友打電話聊天。但有了優點，自然也會有缺點，像是很多未滿 13 歲的

青少年謊報自己的生日，而社群媒體卻不作任何與年齡相關的查證；自己的個資也會暴露在黑

客之中，像 FB、Tiktok 和 IG 的個資保護機制並不是做得很好；社群的演算法有時候也會在版

面上推薦一些奇怪的文章或是照片。綜合以上，社群媒體有好處也有壞處，身為使用者的我們

在接觸的時候都需要格外謹慎。

    優選： 陳有蘭中心 -九年級 -陳韋蓁
社群媒體是一把雙刃劍，不可否認，有了社群媒體，的確另我們的生活變得便利且多元，

更讓我們有了認識世界、交朋友，有了更好的途徑，卻也會讓自己失去更多，像是有些人利用

社交軟體交了很多朋友，使得自己沉迷於網路上，依賴打字溝通，卻喪失了現實中與人交際能

力；或有人因長期接觸抖音、短影片、解說電影，這種短時間內就能接收所有資訊的媒體，是

節省了不少時間，但卻也讓自己喪失了專注力與耐心；更有人因過度相信新聞、網路謠傳，讓

自己逐漸喪失了判斷真偽的能力，逐漸被媒體操控，這聽起來雖然像是危言聳聽，但其實有很

多的實際案例，媒體作為傳播渠道，既有著提升生活品質的正面，也可能有著混淆視聽的負面，

希望大家在接收媒體時，都能保持著批判思維，以及辨別訊息真偽的能力！

            沙鹿中心 -五年級 -施巧柔 /竹東中心 -七年級 -趙旭晨 /竹東中心 -八年級 -李宇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