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審回饋

蘇同學

評分項目 回饋建議

整體檔案內容完整度
封面(標題、學校科系、姓名 )、百字簡述與內文(文
字說明、照片或圖片、證明文件等 )

1.資料完整，內容聚焦。
2.內文照片有放置一些網路來源照片，但更建議放置個人在搜集資訊、或討論、或發表的照片更
能呼應資料。架構非常清楚，標題之間的層次和關聯性強，文字亦能對焦標題

學習歷程及心得省思
1.為什麼想學?(動機、目標 )
2.你怎麼學習?(準備、過程 )
3.學習過程中你發現了什麼 ?(困難、學習反思 )
4.學習收穫和影響 (心得、未來應用 )

1.烏克蘭受限於憲法規定，無法在戰爭時期進行修憲，而總統也提出善意的回應，因此烏克蘭同
婚合法化已見曙光，故在「反思」中無需表示悲傷，而應樂見其成，畢竟戰爭現況難以立即改變。
因此評論除了可說明現況、民調外，也可從 2016與2023年的民調做比較，探究其中的變因，以明
瞭烏克蘭民眾對同婚合法化的想法，如此將可深化本次時事評論的 內容，進而產生影響性。
2.時事評論的立場需客觀中立， 不宜在「事前準備」的行文中表態 。
3.整體內容充實豐富，具系統性，每一架構之間的關聯性強，在文中可以看到學生時時自我的思
辨及叩問，因此學習脈絡清晰  。個人的反思亦很具體看見學生對於為何學？如何學？等的自我
修正調整

呈現亮點特色及個人優勢
個人興趣、潛能、人格特質以及各種核心能力

1.完整呈現學生分析能力
2.學習過程成果能清楚看見學生個人特質 —批判性思維及邏輯思考
3.已能對時事進行資料蒐集與評析，並可自我省思，了解在時事評論時應有的態度與做法。

檔案設計感及版面配置
1.排版清晰，畫重點的顏色與背景有點相似。
2.排版清晰易讀，圖片也頗美觀，但若有個人學習活動照片更好。

整體回饋建議

1.整份檔案含金量高，有效展現學生能力與特質。
2.整體內容充實豐富，具系統性，每一架構之間的關聯性強，在文中可以看到學生時時自我的思
辨及叩問，自我修正調整的個人特質
3.事前準備充足，蒐集資料完善，已具有時事評論的基本能力。然在學習目標中提及的媒體識讀
能力，並未在檔案中充分顯現，可在「自我成長」中補充 說明。



時事評論
�

烏克蘭同婚合法化提案
學校科系：臺中市立文華高中普通科

年級：二年級
姓名：蘇同學

指導老師：王湘琳
圖1
在同志遊行中出現的標示，圖源取自Unsplash（Unsplash圖片採CC0原則，不受版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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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課不只侷限於課本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自身的國際觀，

以多元、中立的角度看待世界上發生的事。在這時事評析的作業

中，不僅使我了解戰時烏克蘭多元性別群體的情況，也打破自己的

既定立場，開拓自身國際視野。
（共98字）

百字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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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圖3
烏克蘭國旗、於臺北拍攝的彩虹旗幟，圖源取自Unsplash
（Unsplash圖片採CC0原則，不受版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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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課時，老師指派了「時事評

析」的作業給我們，基於對國際事務的

興趣，我選擇的主題是發生於烏克蘭的

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身處於已通過同

婚法案的臺灣，我非常驚訝在烏克蘭人

民連署後，政府機關不能透過修改憲法

使同性婚姻合法，也希望自己能在查找

資料的過程中更了解其他國家的法律以

及政治。

　　透過上網搜尋相關資料，並在撰寫評析的過程中不斷推翻過去既有的想法，

我對此次事件的觀點從既有的「性別多元群體」、「本國民眾」、「外國民眾」

到增加了「政府」的立場。視角的多元使我能以更中立的態度去思考此議題，除

了站在弱勢群體的一方，也能了解政府機關在執行政策時的原因和難處。

 　　我亦開始回溯曾經接觸過的議題以及自己當初的看法，我發現當立場過於單
一或是不了解事件前因後果時，很容易被「憐憫的情緒」拉著走而忘了去理性的

分析事件的脈絡和癥結點。而在評析結束後，更重要的是日後的我如何看待各種

議題，除了共情之外，培養從不同方面以及不同層次去思考一件事的能力是我在

日後期許自身培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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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圖4
為烏克蘭加油的藝術品，圖源取自Unsplash
（Unsplash圖片採CC0原則，不受版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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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一公民課時，我學習到了何謂公民內涵以及多元身份的身份認同；高二

更是近一步了解權利救濟和諸多法理知識。雖說我一直相信課本裡的知識是能夠

被活用的，但過去從來沒有試過將其運用在生活上。在這次的時事評析中，我一

開始就確立方向：和國際相關的主題，但我仍在不同領域間拿不定主意（如：人

權議題、兩岸關係、軍備競爭等）

　　選擇「烏克蘭同婚合法化提案」的契機是當我在尋找國際議題時，發現許多

的衝突都源自於誤會和不理解。LGBTQ+族群在爭取如同婚合法化的權利時更是
常因為不被理解而無法獲得他人的尊重，所以我希望透過了解烏克蘭LGBTQ+群
體的困境以及他們為何要在戰爭期間提同婚合法化法案，認識不同國家的法律、

政治情況，並擴展自身的國際視野。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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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撰寫契機

　　在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中，新聞的取得

十分容易，但評論、分析每一個時事和議題

的能力卻不是每個人都具備。

　　我希望能透過此次的時事評析以精進自

己的媒體識讀能力，同時在搜集資料時，活

用所學習過的知識來分析每一篇新聞，並在

最後寫出具批判性思考的文章。

前言

圖5
戰爭後的殘垣斷壁，圖源取自Unsplash
（Unsplash圖片採CC0原則，不受版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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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 涵蓋內容及優點 尋找到的議題

1.內容：專題系列、數位報導、熱門議
題、觀點評論等。

2.優點：以數位敘事為例，公視完整的
紀錄了在臺灣以及國際上發生的大事，

時間軸也讓我更好瞭解事件的過程。

1.2022年拜習會臺
海議題。

2.2022世界盃FIFA
球衣爭議事件。

1.內容：即時快報、藝文新聞、討論空
間、觀點評論等。

2.優點：以即時快報為例，在週一至週
五介紹當日（或近期）發生的國際時

事，既使只是簡單的彙整，也能在得知

後去查詢事件的相關資料。

1.為何伊朗頭巾抗
議能凝聚不同身份

的民眾？

2.韓國首爾梨泰院
踩踏事件對南韓經

濟的影響。

1.內容：涵蓋人權、社會、環境、生
活、國際、兩岸等議題，亦有評論與攝

影報導。

2.優點：幾乎每篇皆為詳盡的議題報
導，能在感興趣的主題延伸出許多想法

及值得探討的問題。

1.中國二十大會議
後對臺灣的影響。

2.烏克蘭同婚合法
化提案。

　　網路上的資源多樣且豐富，該如何在眾多的國際議題裡找到我所熱愛且願意

花時間研究的主題呢？我主要運用以下幾個平臺來尋找主題，並在最後選擇了

「烏克蘭同婚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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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材？

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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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時事評析開始前，老師在課堂上教導我們如何撰寫一份好的摘述，雖說我

已經知道摘述的原則以及幾個方法，在實行時我仍遇到了問題　　 寫太多不必
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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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摘述？

�

　　於是我複習了當初的課堂筆記，我

發現自己之所以會讓「摘述」太過冗長

正是因為想提供的資訊太多。

　　在資料的搜集過程當中，我經常從

一個名詞解釋就延伸到更多背後的意

義。這個行為在自主學習的時候是很重

要的，不過摘述的目的是「在有限的字

數內提供最多訊息」。因此，如何在幾

百字內讓讀者了解事件發生的經過才是

我應該去做到的事。

如何評論？

　　在評論一個議題時，作者的觀點和主張非常重要，一旦作者的立場不夠明

確，整份評論就會變得沒有章法可言。而除了論點之外，論證與論據也是在一份

評論文章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對於烏克蘭同婚合法化提案，我的立場是：希望LGBTQ+族群的婚姻能盡快
得到保障，並且在當地獲得更多的支持。

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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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析

摘述 評論 反思

　　俄羅斯於2022年2月24日侵略烏克蘭，烏克蘭開始強制徵兵，然而在不承認同性婚姻
的烏克蘭，LQBTQ+族群會面臨一個嚴肅的問題　　若在戰爭中發生意外，伴侶很難得
知。

　　2022年6月，一名雙性戀女教師發起了烏克蘭同婚合法化請願書的連署，CNN報導指
出，該份請願書已有超過兩萬八千人簽署。而八月烏克蘭總統府公開聲明中表示，根據烏

克蘭憲法第51條，婚姻乃基於兩性之自願同意而成立，憲法第157條也提及在戒嚴時期，
或是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不得修改烏克蘭憲法。因此處於戰爭狀態的烏克蘭，是不能透過修

改憲法來使同性婚姻合法的。

　　對此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則回應道：「政府部門正在發展合法化夥伴關係（civil
partnership）的選項，作為整體健全人權與自由的工作之一。」總統府辦公室亦表示雖
然目前無法修憲，但透過與民法的結合，將更有效執行相關程序工作。

產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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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述

成果內容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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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成果

8

評論

 　　「一場戰爭中，最無辜也最辛苦的就是人民。」是我父親很久一前和我說的一句話，
但當時因為「戰爭並沒有發生」，因此我對此句話沒有任何感覺。然而今日俄烏戰爭真切

地發生在眼前，相關資訊和新聞傳遞之快速，彷彿瀰漫的煙硝就在我身旁。因為過往的不

理解，使我沒有察覺到阿富汗戰爭、敘利亞難民等等已發生的衝突和議題，正如同社會中

許多人之於多元性別議題抱持的態度：「又不是發生在我身上，為何要去在意？」

　　在俄羅斯以特別軍事行動為理由侵略烏克蘭後，國民們基於義務與愛國心從軍，此時

多元性別族群卻容易因「不那麼重要」而被忽略。然而LGBTQ+族群和所有人民一樣，都
是烏克蘭公民，相關的權利也應被保障。值得慶幸的是，根據Nash Svit Center於2023年
1月4日至23日所實施的調查，有58%的施測民眾同意LGBTQ+群體應享有和他人一樣的權
利，56%的施測者同意LGBTQ+應要有成為合法化夥伴關係的權利。這和2016年的調查結
果　　有60.4%的施測者對多元性別群體持有負面感受相較起來，可說是一大改變。

　　基輔同志遊行的副執行長在接受報導者的訪談時，也表達了自己對未來的信心，其中

六月份的同婚合法化提案更使他感動，他表示此次的提案不僅所有人都看得懂，也打動了

大眾的心，即使有一半的聯署人是非傳統同志運動的支持者，人們卻逐漸開始理解、接納

異族群。

非常同意 同意 尙可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其他

0 25 50 75 100

LGBTQ+群體應有和其他人相同的權利�

LGBTQ+群體應要有建立合法化夥伴關係的權利�

表1
作者自製圖表，數據來源取自Nash�Svit�Cen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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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反思

　　在初步了解烏克蘭LGBTQ+群體的現況時，我感到悲傷。如果因憲法的限制導致
多元性別族群的婚姻違背法律，可說是徑直剝奪了他們的自由權，即使有了官方政府

的允諾，在這段漫長處理的過程中必定會有許多同志伴侶因現行法律的限制而無法得

知另一半的死亡消息、甚至連見上一面都有困難。

　　但在好好沈澱情緒，並且思考從前所看過的各種社會運動後，我認知到「改變」

需要花時間，何況此時的烏克蘭正處於戰火之下，要一時半刻改變實行已久的法條是

有難度的。但有了民眾的了解和政府的支持，LGBTQ+群體的權益也將更受保障。

　　這次的時事評析使我成長，我學到了在了解一起事件時，對他人的處境「共情」

固然很重要，但不能感性過頭，在理解該群體立場與難題後我應該以理性的態度去分

析並且思考相關解方。而未來在研究某個議題時，除了對弱勢的處境共情之外，我也

會試著站在不同的角度（如：政府、民間組織）去思考，並了解一個議題的發展過程

背後的原因。

產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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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戰爭期間無法修改憲法使同婚合法化會導致許多同志伴侶在俄烏戰爭下發生無
法探視受傷士兵，甚至在士兵死亡後無法照顧其孩子的狀況，但權利的增進與保障是需要

時間的，烏克蘭政府也承諾會利用民法使同志婚姻更能得到保障。由此可知，俄烏戰爭雖

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但也使多元性別群體的權益在烏克蘭更加受到重視。因武力侵略已

在身旁發生，所以民眾更能以包容、關懷的態度對待他們原先認為不一樣的人，即使無法

馬上認同，但只要嘗試接納、開始釋出善意，就是一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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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始瞭解議題時，我大多時候都會站在

「弱勢者、過去既定立場」的角度去思考，然而

過於侷限於某一立場反而可能使自身的觀點受到

限制，正如此次的時事評析。

　　沒有轉換觀點去了解議題也使我在撰寫「評

論」部分時無法真正的做到批判性思考，許多內

容也僅是呈現已知的事實而少了我的論述。

1.所遇的困難

10

　　繳交作業後，我向請教老師

究竟該如何寫好評論，老師提及

我原本的文章缺乏「評論應有的

洞見」。

在評論內的論點應更加明確；而

若想要提升自己撰寫這類文章的

能力，也可以上網搜尋一些社會

評論，參考看看別人是怎麼撰寫

評論的。

2.克服的方法

3.成⻑的意義
　　結束整份作業後，我發現在撰寫「摘

述」和「評論」時，作者的角色是截然不同

的。撰寫摘述需要站在不同的立場，找到最

適合放進文章的資料，並已精煉的文筆呈現

事發經過。評論也需要不停地去轉換觀點，

去了解該議題的癥結點以及問題所在，但在

以不同面向去剖析事件時，評論者的「論

點」仍須和之前一致。

　　 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去思考某一議題固
然是好事，但經過這次時事評析後我發現這

種舊有的習慣可能導致我的思考模式受限。

而在這次評析之後，我也希望自己未來能夠

跳脫固有的框架，以批判性思維去探討不同

議題。

自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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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評析「烏克蘭同婚合法化提案」的過程中，最令我感到挫折的是「評論」。我

一直以為自己是擅長表述意見的人，因此老師在上課提到如何撰寫評論時我也沒有像

以往一樣專心。這也使我在撰寫評論時遇到了極大的挫折，我也認知到未來在面對任

何事情，無論我熟悉與否，都應該清空對自己的期待，並盡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

　　即使評論的過程不太順遂，我亦發現了過去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關於「改變的

不同層次」。俄烏戰爭的發生使烏克蘭人民不能馬上以修憲來改變婚姻制度，讓我了

解改變需要花時間；烏克蘭人民對LGBTQ+群體的接受度有明顯的成長則讓我意識到
就算是在戰爭的情況下，人民仍有可能凝聚並且做出改變（如：支持LGBTQ+群
體）。

　　在真正的了解此議題之前，我都是站在「弱勢者」的立場去搜集資料和撰寫文

章，因此我對於其他烏克蘭人民做出的改變感到非常驚訝；同時也不能理解為何烏克

蘭政府不能直接修改法條來使同性婚姻馬上合法。翻轉原本的立場以及認知後，我才

發現以單一角度去評斷事情會造成我對其他立場的認知偏誤，正如同此次我對於烏克

蘭人民的既定印象；以政府的角度來看此議題則讓我體會到每個單位需要考量的事情

皆不相同，因此事情不會如此簡單的被解決。

　　我也感受到自己在時事評析後的成長，撰寫完評析後我發現自己過去在關注社會

議題時也常常因為「共情」過頭而丟失了原本對事物的理性思考。有了這次的經驗，

我希望未來自己能夠以更多樣化的角度去思考不同議題，嘗試站在不同立場去分析，

並理解每一個選擇、每一起事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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