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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   臺灣獲頒「自由之家」首屆燈塔獎

美國民主與人權倡議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5 月 21 日舉行年

度頒獎典禮，臺灣因捍衛民主、支持全球自由運動的堅定立場和貢獻，榮獲首

屆「燈塔獎」（The Beacon Award）。「自由之家」表彰臺灣無懼於中國的持續

施壓，依然堅定維持民主制度，並積極聲援全球對自由的追求，因此頒發此獎

肯定我國的努力與貢獻。我國駐美代表俞大 在獲獎致詞時表示，這個獎項是

臺灣政府、人民及公民社會共同努力獲得的

成果，並引述賴清德總統就職 1 週年的談話

內容，強調臺灣的民主是靠公民參與，即使

意見不同也會「在分歧中找到團結」，因為

這就是民主的核心。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成立於 1941 年，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致力促進並推廣全球民主、自由及人
權，透過每年發布的《全球自由度報
告》，評估各國的民主、人權與言論
自由情況。

焦點二　「八方藝術節」國美館揭幕 推廣多元文化共融

據內政部統計，臺灣新住民人口已突破 100 萬人，為推廣多元文化共融，

國立臺灣美術館與高雄師範大學東南亞暨南亞研究中心等單位共同主辦的「八

方藝術節」，5 月 24 日揭開序幕，啟動為期 3 個月的系列活動。舉辦「八方藝

術節」的目的是，為新住民及其第 2 代提供展現文化與藝術創作的平臺，本屆

藝術節核心精神為「共容‧共榮」，主題聚焦在女性、移民和人文關懷，活動

主軸包括藝展、市集、講座及手作工坊，邀請

了來自各國的新住民藝術家與臺灣在地創作者，

進行跨文化的展演和交流活動。藝術節的總策

展人表示，「八方藝術節」象徵來自四面八方、

不同背景的文化，藉由藝術與交流，得以被看

見及理解，進而能促進臺灣社會的多元共融。 5 月 24 日「八方藝術節」正式開幕。

( 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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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　對抗海洋熱浪 小丑魚縮小體型求生存

發表於《科學前緣》(Science Advances) 期刊的一項最新研究發現，小丑魚

在面對海洋熱浪威脅時，會縮小自己的體型以增加存活率。2023年 2月到 8月，

研究團隊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外海水溫上升期間，持續觀測生活於金貝灣（Kimbe 
Bay）的134隻小丑魚，發現逾7成的小丑魚曾出現體重減輕、體長縮短的情況。

研究人員推測小丑魚變化體型是為減少能量消耗，以對抗高溫環境帶來的生存

壓力。同時，研究人員發現這些小丑魚只是暫時

性縮小體型，當環境壓力減輕後，牠們便會重新

恢復正常體型，而部分小丑魚會與繁殖伴侶同步

縮小體型，但仍維持其雌魚比雄魚大的社會階層

結構。目前研究人員尚不清楚小丑魚是如何縮小

自己的體型，未來將繼續研究其縮小機制，並觀

察其他物種是否也具備調整體型的能力，以了解

牠們適應氣候變遷的生存對策。
棲息於海葵中的小丑魚。

( 圖片來源：公視新聞網 )

焦點二　

美國政府 5 月 22 日宣布，終止哈佛大學的「學生與交換訪客計畫認證」

（SEVP）資格，使其無法招收國際學生，並強制該校現有的國際生轉學或離開

美國，哈佛對此提起訴訟，美國法院 5 月 23 日發布臨時限制令，暫緩執行政府

命令。川普政府指控哈佛大學未積極打擊反猶太主義、改革招生及教職員聘僱

制度，也未依政府要求提供外籍學生的名單及相關資料，因此凍結哈佛逾 20 億

美元的聯邦研究資金，並撤銷其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哈佛大學嚴正譴責此舉

違法並否認政府的指控，除了提起訴訟外，更警告政府的禁令可能損害大學的

學術和研究使命，進而造成國家的損失。據

哈佛統計數據，該校 2024 至 2025 學年招收

約 6800 名國際學生，佔其學生總數的 27%，

且國際生通常需支付全額學費，有助補貼美

國本地學生的就學成本，如今校方恐因政府

的政策失去這項經濟助力，而該校數千名的

留學生則面臨了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

川普政府禁哈佛收國際生 

法院頒布臨時限制令暫緩執行

「學生與交換訪客計畫認證」
（SEVP）
是美國政府用來核准學校及機構，招
收國際學生與交換訪客的資格認證制
度，以確保他們在美國的合法身分，
並監管其在美停留期間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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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及利亞的
塞提夫 (Setif) 悲劇

選自 李家同教授國際觀專欄 (302) 114 年 5 月 19 日

五月初歐洲盛大慶祝歐戰結束，因為德國是在 5 月 7 日投降的。法

國當然也在凱旋門前舉行隆重儀式，其實1945年法國慶祝德國投降之際，

在阿爾及利亞卻發生一個重大悲劇。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阿爾及利亞是法國殖民地，當地人民多半是

伊斯蘭教徒，當然希望能脫離法國的殖民而獨立。當年在塞提夫街頭有

慶祝的群眾，可是警察發現群眾中有人揮舞象徵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旗幟，

這些法國警察當然要求他們不要揮舞這種旗幟。其結果是造成了暴動，

很多人因此死亡。這個暴動長達幾個月以後才平息，相當多人死亡。很

多阿爾及利亞人將這次事件稱為塞提夫大屠殺。

1954 年，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開始，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用盡了鎮

壓策略，但完全未能在這場戰爭中得到勝利。法國因為這場殖民地獨立

戰爭而使得經濟大受影響，戴高樂在 1958 年重新掌權，他知道法國不能

再堅持要擁有阿爾及利亞這個殖民地。1962 年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宣

告獨立。

戴高樂使法國失去了阿爾及利亞，但因此恢復了在經濟上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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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法國成為一個在科技上相當領先的國家。可是很多法國的極端份子

對戴高樂是不滿意的，戴高樂曾經遭受過暗殺，不知何故，他都躲過了。

這使大家感到非常困惑，戴高樂身高 196 公分，照說應該很容易被打中。

他如何躲過暗殺，的確是個謎。有人說，戴高樂太高，他常常有低頭的

必要，因此可以逃過一劫。不知正確與否。

https://www.france24.com/en/africa/20250509-setif-ve-day-colonial-massacres-

that-lost-algeria-france-anniversary

         

最近國際媒體報導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爆發一些有關外交官的爭執，

互相驅逐對方的外交官，也召回駐館外交官。現在阿爾及利亞和法國已

經是完全平等了，這種互相調回外交官的動作幾乎沒有受到國際媒體的

注意，因為這種事情一定會不了了之的。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x2y9dl5xzlo

          

阿爾及利亞和法國的戰爭獨立以後，兩國現在的情況都很好，可見

得和平之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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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檢測站
根據國外焦點一的內文，關於小丑魚應對海洋熱浪的方式，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牠們會附著於體型更大的魚身上，遷移至水溫較低的地方。

B 牠們會縮小自己的體型，以避免消耗過多的能量。

 

根據國外焦點二的內文，川普政府宣布撤銷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資

格，哈佛大學採取了什麼應對方式？ 

A  嚴正譴責此舉違法，並向法院提起訴訟。

B 尋求管道與政府進行協商，以求撤銷禁令。

（      ）1

（      ）2

3本次新聞及延伸閱讀中出現了巴布亞紐幾內亞、美國、法國、阿爾及利亞這四

個國家，請你在下面的世界地圖上標註出這四個國家吧！

1

臺灣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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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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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因就業、

結婚、依親等原因來臺定居，成為國內的新住民，往往會面臨語言、人際互動與文化差異等挑

戰，需要政府提供相關協助，以及周邊人們的善意關照，幫助他們適應臺灣的生活。隨著在臺

定居日久，生養了下一代，來自不同國家的新住民也將自己國家的文化帶入臺灣，像是飲食、

服飾、語言和藝術等，而「八方藝術節」這類的活動也隨之誕生，讓新住民可有展示創作藝術

的平臺。請學生思考，除了藝術節，國內還可以舉辦什麼樣的活動，來幫助新住民融入臺灣，

進行跨文化的交流，並簡單說明活動進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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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內焦點二的內文，臺灣新住民人口突破百萬，國美館舉

辦「八方藝術節」，邀新住民與在地藝術家進行跨文化展演，以展

覽、表演、市集等形式展現多元文化融合的藝術成果。除了舉辦藝

術節，你覺得還有什麼樣的活動能幫助新住民融入臺灣，並促進文

化交流呢？請分享你認為可以舉辦的活動，並簡述活動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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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禮券乙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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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o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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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6 月 11 日 ( 三 )22:00 截稿 答案填寫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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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迴 響
請問你認為有哪些具體做法可以幫助因工作忙碌而忽略健康的臺灣青
年，重新建立運動習慣？

優選：
我覺得公司可以有以下這樣的方針：1.合理安排時間到點準時下班，很多人因為時間關

係無法運動，如果能將時間安排好，就有時間可以運動。2.獎勵，例如做 10,000 步就能換獎
品的活動，獎品可以是加薪或者是放假一天之類的。3.利用團建的方式，員工旅遊時可以選
擇能多走路的地方進行活動，不僅可以加深員工的感情，也可以讓員工運動，真是一舉兩得。

優選：
我認為可以利用碎片化時間鼓勵青年利用工作中的碎片化時間進行短暫運動。例如，

每工作一小時起身活動 5-10 分鐘，做些簡單的伸展操、深蹲、踮腳尖等動作，或者爬幾層樓
梯。這樣不僅能增加活動量，還能緩解久坐的疲勞。選擇適合的運動方式：推薦一些時間靈
活、地點不受限的運動方式。比如在家進行的瑜伽、HIIT（高強度間歇訓練）等，這些運動不
需要太多時間和空間，半小時左右就能達到良好的鍛煉效果。也可以選擇騎自行車上下班，
既環保又能鍛煉身體。加入運動社群青年可以參加一些線上或線下的運動社群，如跑步俱樂
部、健身小組等。在社群中可以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鼓勵和監督，增加運動的動力和
樂趣。還可以參與社群組織的定期活動和挑戰，提高運動積極性。設定明確目標和獎勵機制
幫助青年設定具體、可衡量的運動目標，如每周運動三次，每次 30 分鐘等。達成目標後，給
自己一個小獎勵，如買一件新的運動裝備、看一場電影等。這樣可以增強成就感和持續運動
的動力。工作場所的支持企業可以在工作場所提供一些便利條件，如設置簡單的健身區域，
配備一些小型健身器材；鼓勵員工參加定期的健康講座和運動培訓；甚至可以將運動作為員
工福利的一部分，如提供健身房會員卡等。家庭和朋友的鼓勵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也非常重
要。可以互相約定一起運動，或者在生活中互相提醒和鼓勵，營造積極健康的生活氛圍。

優選：
我認為大家可以在平常生活中運用零碎時間去運動，像是能走路去工作就走路去、自己

動手做家事或久坐時要站起來走一走。在做運動時可以尋找自己喜愛的運動，讓自己提升對
運動的興趣，如果真的不喜歡運動，可以和一些休閒娛樂結合，比如放風箏、騎腳踏車吹風、
邊聽音樂邊運動或是和朋友一起運動，都能使運動更有趣。運動沒什麼難的，只是看自己要
不要動而已，不一定要高強度的運動，但是一定要有運動到，多運動能使自己體力變好，認
識新朋友，還能使自己體態變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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