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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國內新聞新聞

焦點二　臺灣巧克力職人蟬聯世界巧克力大賽冠軍

2024年世界巧克力大賽結果於11月9日揭曉，來自臺灣的巧克力職人吳葵妮

共獲得 1金 3銀 1銅及 3個特別獎，成績總結位居冠軍，成為臺灣首位連續 4年

在這項大賽奪冠的巧克力師。吳葵妮的作品種類多元，橫跨了黑巧克力、白巧克

力及牛奶巧克力，品項包含夾心巧克力、巧克力棒、果乾巧克力和軟糖，她至今

已用不同口味的作品奪下 6個世界金牌和 6個亞洲金牌，是全球獲獎最多的亞裔

巧克力工藝師。吳葵妮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她因感染新冠肺炎一度喪失嗅覺而想

放棄參賽，但為了堅持自己的夢想，還是努力克服困難，最後順利在今年的大賽

奪冠。吳葵妮領獎致詞時感謝評審團青睞，

並說自己並不強大，做為一名獨立創業的女

主廚，她為了夢想犧牲很多，很感謝上帝賜

給她強大的夢想，讓她能一路克服挑戰、取

得成功。

世界巧克力大賽

是巧克力業界公認最高規模、高標

準的國際性巧克力比賽，被譽為是

「巧克力界奧斯卡獎」。

2

焦點一   防堵「波波亂象」 醫師團體籲公開醫師學歷

2023年一名女醫師為患者進行子宮鏡手術時，不慎刺穿子宮導致患者死亡，

事後該名醫師被起底是營養學系畢業，到波蘭取得醫學士學位才返臺行醫，而臺

灣最大的牙醫集團「ABC 牙醫聯盟」也爆出聘用海外留學歸國、未考取國內合格

執照者為病人看診，一連串事件引發醫界對「波波醫師」的質疑。臺灣基層牙醫

協會理事表示，臺灣有許多考不上國內醫學系或牙醫系的學生選擇到波蘭、匈牙

利等東歐國家取得醫師學歷，畢業後再返臺行醫，被稱為「波波醫師」，但他們

多數並無實習臨床的經驗，回臺參加醫師國考取得執照後便開始執業，其醫療品

質堪憂。為此該協會呼籲衛福部應公開醫師學歷，以保障民眾選擇醫師、安心就

醫的權利，並建議可先從牙醫試辦。對此衛福部長回應，政府會進行系統性檢討，

努力提升醫療品質、把醫療事故減到最低。



國外國外新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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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　澳洲將立法禁止 16 歲以下兒少使用社群媒體

澳洲總理 11 月 7 日宣布，將立法禁止 16 歲以下兒少使用社群媒體，藉以

減少它們對兒少造成的負面影響，相關法案可望於 2025 年底實施。根據路透社

報導，澳洲正在測試一套年齡驗證系統，用來阻止未滿 16 歲的兒少進入社群媒

體平臺，並研擬其他嚴格的限制，例如即使獲家長同意也不得使用社群媒體；

一旦年齡限制實施後，若發現16歲以下使用者避開年齡驗證系統進入社群平臺，

提供平臺的科技公司將面臨高額罰款。澳洲政府 11 月底將向國會提案新法，待

立法通過後，各社群媒體業者會有 1 年寬限期可做因應。澳洲各界對於此項禁

令意見分歧，有些人支持政府的措施，認為禁止兒少使用可保護他們免受有害

內容、錯誤資訊、霸凌等負面影響；有些人則持反對意見，認為這只是延後兒

少接觸社群媒體的時間點，政府應該教育他們如何安全地使用社群媒體，而非

全面禁止使用。

焦點二　巴基斯坦車站遭自殺炸彈攻擊釀 26 死

11 月 9 日，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奎達火車站發生一起恐怖攻擊事件，有

自殺炸彈客在人潮擁擠的月臺引爆身上的炸彈，造成現場候車的乘客中至少 26

人喪命，數十人受傷。事發後，當地的武裝組織「俾路支解放軍」坦承犯案，

並表示此次攻擊是針對剛結束訓練課程、準備搭火車離開的政府部隊；該組織

認為巴基斯坦政府在資源豐富的俾路支省開採各種能源、礦產，甚至引入中國

企業在此地開發，卻未造福當地居民，因此多年來持續發動叛亂、襲擊政府部

隊。針對這起恐怖攻擊，巴基斯坦總理表達了強烈譴責，並表示將讓主使者付

出沉重的代價，俾路支省當局也誓言會繼續打擊恐怖活動，以根除當地的恐怖

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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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
延 閱 讀

肯亞花農

歐洲人是很喜歡家裡有花的，我曾經在巴黎街上看到好多賣花的攤

子，羅馬街頭也有這種攤子。最近我在 BBC 新聞上看到一則長篇報導，才

知道很多歐洲人買的花來自非洲肯亞。

肯亞有 15萬人是花農，使得肯亞一年可以因為外銷花而賺到 10億美

金。可是花農的月薪是 100 美元，也就是台幣三千元左右。很多年來，這

個薪水沒有改變，但是肯亞的通貨膨脹卻使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越來越貴，

這些必需品包括玉米、小麥、稻米和糖。

從這一則新聞可以看出，這個世界實在是一個極不公平的世界。如

果法國的花農所賺的錢非常之少，法國人民絕對會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可

是現在他們買到的花是從肯亞輸入的，相信絕大多數的法國人不願意仔細

過問，種植這些花的花農每一個月賺多少錢。

根據統計，肯亞的平均國民所得是 4950 元美金，法國的平均國民所

得是 51850 元美金。歐洲人實在應該設法幫助肯亞花農。我曾經碰過一批

日本基督徒，他們購買菲律賓的水果，但是他們不經過中盤商，而是直接

設法向農人購買。當然成本變高了，但是他們認為，至少幫助了菲律賓的

農人。

人類的貧富不均問題是不容我們忽視的，遺憾的是，我們都沒有重

視這個問題，當然也不可能希望世界的政客們能解決這個問題了。

選自 李家同教授國際觀專欄 (281) 113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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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學 檢 測

學習檢測站
根據國內焦點二的內文，臺灣的巧克力職人吳葵妮達成了以下何種成就？

A 成為全世界獲獎最多的亞裔巧克力工藝師。

B 成為歷屆世界巧克力大賽中唯一拿下冠軍的女性巧克力工藝師。

 

根據國外焦點一的內文，關於澳洲即將提案的社群媒體禁令，下列敘述何

者有誤？ 

A  針對未滿 16 歲的兒少，以年齡驗證方式阻止他們使用社群媒體平臺。

B 16 歲以下兒少若獲得家長同意，就可使用社群媒體，不受此禁令限制。

臺灣

2

（      ）1

（      ）2

3本次新聞中出現了澳洲、巴基斯坦這二個國家，請你在下面的世界地圖上標註出這

二個國家吧！

1



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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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內焦點一的內文，臺灣有一些領取國外學歷的「波波醫

師」，他們沒有實習經驗，回臺考取執照便開始行醫，其醫療品質

堪憂，因此有醫師團體呼籲政府公開所有醫師的學經歷及過往的醫

療過失，讓病人能選擇信任的醫師看診。請問你贊成公開醫師們的

學經歷嗎？你覺得實施這樣的措施可能會造成哪些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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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醫學系和牙醫

系錄取門檻高，相關的專業訓練要求嚴謹，因此臺灣的醫療品質在世界各國中向來是名列前茅，

然而因為門檻高，有些學生因為考不上國內的醫學系和牙醫系，就到學歷 易取得但醫療水準低

於臺灣的國家去讀醫，回臺後參加國考取得執照就能行醫。這些持國外學歷的「波波醫師」醫療

專業素養參差不齊，回臺執業恐影響國內的醫療品質，近年也爆出非法看診、醫療疏失奪命等爭

議事件，因此國內醫師團體呼籲政府讓所有醫師的學經歷公開透明化。針對此事，衛福部回應

公開學經歷涉及個資隱私問題，需要再審慎討論。請學生說說他們是否贊成公開所有醫師的學經

歷，並分享他們覺得這個措施實施後可能會產生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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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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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 11 月 27 日 ( 三 )22:00 截稿 答案填寫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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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迴 響

屏東中心–八年級–賴慧穎 / 竹東中心–九年級–陳宗興 / 

竹東中心–九年級–林俊鎬

佳
作

第 33 期題目：
你認為這種 AI 頻道的推出可能對人們和社會帶來哪些影響
呢？請說說你的看法。

優選：
我覺得讓 AI 技術來取代人類工作，其實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可以用 AI 來學習各種東西

學問，而且資訊也很準確。這種 AI頻道的播放讓我有更多選擇，能夠多方面的嘗試是好的，

終歸是人類創造 AI，不會有被 AI 完全影響了的或主導的問題的。

優選：
我覺得 AI 的頻道 , 雖然可能很新奇 , 也會更精確的蒐集並分析大量的資源或生成內容 ,

可能比人類來的厲害 , 來的快速和精確 , 但卻對人類會造成一些問題 , 因為引進了 AI 虛擬

主持人 , 所以人類的職業就會被取而代之 , 甚至以後都不需要人類了 , 這對人類來說是一件

很嚴重的事情 , 雖然機器人很優秀很厲害沒錯 , 但是我們無法保證它們每次使用都能這麼順

利 , 可能會出錯 , 所以我覺得雖然 AI 頻道帶給我們新奇的體驗 , 但是也可能會帶來不好的

影響！

優選：
我覺得那個 AI 頻道如果繼續發展下去的話，會有越來越多的電台工作人員面臨失業，

且如果更多的 AI 發展成熟，只會有越來越多的上班族、勞工們相繼失業，這只會違背原來

創造 AI人工智慧的初心，政府應該制定 AI機器人的相關法規，讓 AI不要取代我們的工作，

保障更多人的權益。

澎湖中心–六年級–陳羽彤

澎湖中心–九年級–翁佳蓉

竹東中心–九年級–巫崧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