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相機 

一生下來就是獨眼龍， 

只要眼睛一眨， 

就把時間凍結， 

只要一眨眼睛， 

就把那不曾重複的景象牢牢鎖住， 

再開懷大笑的那一瞬間， 

在不小心出糗的那剎那， 

不管何時， 

只要一聲下令， 

回憶就被裝進肚裡。 

 

 

 

 

 

 

 

 

 

 

 

 

 

 

 

 

 

 

 

 

 

 

 

 

 

 

 



        手機與網路 

    在這科技與網路都十分發達的世界上，不分男女老少，大家幾乎都人手一台

手機。 

    「手機」發明於一九九二年，一直到現在，不斷被升級、改良、更新及進化，

從一開始重達二點四磅如磚頭一樣大的的手機，到現在既可以打電話有可以傳訊

息，又可以玩遊戲的輕巧智慧型手機，但這也導致許多新的問題與疾病如雨後春

筍般不但冒出，而這些問題補只會傷害到自己，還可能因此連累身邊的朋友和家

人，如青少年因常玩線上遊戲，所以導致熬夜玩遊戲，影響到的不只是學業，還

有健康；隨著社群網路的出現，越來越多人常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生活照，有趣的

事、資訊等資料，但學生在校園裡與同學起口角吵架，最後在網路上發文罵人，

這樣不但濫用了原本讓人發文的目的，還會因此惹禍上身，得不償失。 

    技術的發展，使得通訊的方式不再只有介由書信或人來傳達事情，Gmail、

Line、Messerger等通訊網站和軟體，不但快速，而且不必用手慢慢寫而是用手

指按一按，在傳出去，對方就收得到，但這卻導致許多的父母在下班之後卻仍然

低著頭忙著處理事情，結果最後和另一半或小孩的接觸逐漸減少，更容易會因不

了解彼此而吵架，最後還可能發生社會案件。 

    「駭客」，也是因為網路的到來而誕生的新名詞，利用網路的廣大與方便，

擅自闖入或竊取他人的文件、圖片、資料等政要資訊，或是把他人的電腦當作一

個「跳板」，去入侵另一台電腦，但隨著人們對電腦安全的防護的意識加深，所

以也研發出了許多的防護軟體和系統，也透過不斷更新把系統中的「漏洞」補好，

藉此來阻隔駭客攻擊電腦的路徑；但網路與手機並不是只有負的那一面。 

    現在非常流行的「線上網路家教」，雖然不一定是最好的學習方式，但卻能

更廣泛的交流，而不會因地區而受限，如:想學日語，可以直接找日本人來教，

想學美式英語，可以直接找美國人來教；Google使們學習時不必慢慢的查字典

或去圖書館找書，可以直接查詢得到既正確又詳細的答案。 

    「網路」可以使人沉迷於於網路遊戲而功課一落千丈，甚至失去一切，「網

路」也可以使人因此獲利，就如同大家常聽到的一句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所有的事幾乎都是一提兩面的，如每天都會用到的「火」，是這個世界上不可或

缺的東西，它可以用來發電，可以用烹來煮食物，但它卻也可以使東西在一夕之

間付之一炬，如紅色，可以象徵為喜氣、溫暖、開心等負面的顏色，但也可以象

徵為血腥、暴力、禁止等負面的顏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