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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活動緣起

根據統計，在台灣有近九成的民眾在家休閒活動是「看電視」，然而被動接收的訊息其實

在無形中不斷形塑我們對事物的認知，加上網際網路的崛起，人手一隻智慧型手機，數位時

代的來臨，更讓資訊傳遞迅速，也讓我們的生活與媒體更加密不可分，國人資訊與媒體素養

的建立與傳遞顯得更加重要。 

    放眼國際，英國、北美、澳洲與亞洲的日本、香港等國家地區，將媒體素養教育納入正規

教育體制中已行之有年，其中公部門的的鼓勵支持與民間力量的積極奔走，兩種力量皆很重

要，在將媒體素養正式導入國民教育的漫長路途中，如何凝聚各單位的努力達成最終目標，

將會是重要關鍵。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長期關注過去國內資訊與媒體素養教育推動，我們發現儘管過

去國內對於媒體素養的推廣也有過多年努力，但是始終未能普及；而資訊素養教育則較侷限

於資料的整理與使用等的技術教學。我們歸納了此現象的原因在於，站在第一線教學的老師

們，往往因為缺乏相關教學經驗，而無法將所學的資訊與媒體素養融入教學，是目前面臨的

最大難題。 

    從上述背景可發現，若要讓資訊與媒體素養教育成功進入中小學校園，最重要的關鍵仍

然在於師資培育，而這則直接關乎到中小學教師們對於資訊與媒體教育議題的重視與理解，

多一分關心就多一份力量，因此，我們期許能從國民中小學的師資培育開始，深植資訊與媒

體素養的種子，落實扎根於國中、國小每個孩子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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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簡介 

� 宗旨願景 

本會以維護新聞自由、落實媒體正義、促進媒體自律和保障人民知的權利為宗旨。我們

深信： 

一、美好的媒體是美好的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健全的媒體是建構並維護健全的民主社會之

關鍵力量。 

二、媒體有觀察、監督並傳播社會現象的功能與責任；基於制衡原則期使媒體美好和健全，

媒體也有接受觀察和監督的必要。 

本會的成立即旨在觀察、監督媒體，促使媒體更美好、更健全，以建構並維護美好的和

健全的民主社會。我們將秉持公正、專業、嚴謹、透明和良善的基本原則和作為，經由研

析、調查、評議、協商、合作和其他合乎情理法、有效的方法及途徑，作為媒體的益友，和

社會各種力量—包括媒體及其他媒體相關的民間組織—共同合作，為建構並維護更好的、更

健全的媒體和社會盡份心力。 

綜言之，好的社會需要好的媒體；好的媒體需要好的媒體觀察機制。我們將時時惕厲使

「媒觀」更美好；我們將努力使台灣的媒體更美好；我們期待也深信在大家共同奉獻下，台

灣一定會更美好。 

� 六大目標 

1. 提升大眾傳媒及其從業人員的專業表現 

2. 維護大眾傳媒從業人員的基本權益與專業、獨立之工作環境 

3. 保障人民基本人權與傳播權利 

4. 推廣全民媒體素養教育 

5. 協助建構多元、民主和公共性的傳媒體制 

6. 整合公民社會力量推動媒體改造 

� 三大實踐 

1.教育行動 

講座與座談 

公布研究案調查結果，並舉辦講座，針對媒體問題進行討論，特別是重要傳播議題之討論，

共同為台灣媒體環境尋找解決方式。 

2.社會參與行動 

以媒體政策監督小組為核心，針對媒體改革議題進行發聲與回應。與其他 NGO 團體聯合、結

盟針對社會議題聯合發聲。藉由參與、行動，以及結合媒觀研究與政策監督小組，試圖為媒

體問題提出解決對策。 

3.草根札根與媒體教育 

整合媒體志工(包括各學校、社大)，並建立札根社區的媒體觀察組織、設計媒體素養教育課

程並尋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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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台東場研習課程表 

課程名稱 時間 主要內容或大綱 備註 

資訊(媒體)素

養概論 

13:30 

｜ 

15:00 

1.什麼是資訊(媒體)素養？ 

2.資訊(媒體)素養的重要性 

3.資訊(媒體)素養與教育 

 

 

媒體溝通與

近用 

15:10 

| 

16:40 

1.如何善用媒體 
2.媒體溝通技巧 
3.媒體管道有哪些？ 

 

綜合座談 

16:40 

| 

17:30 

Q&A： 
1.學員分享與反饋 
2.問題討論與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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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講師簡介 

課程名稱 講師 服務單位 專長 

資訊素養 梁正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

系講師 

資訊素養、媒體識讀、電視

新聞實務、網路內容編採 

媒體素養 王建雄 公共電視新媒體部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

企劃 

新聞編輯、影音新聞製作、

公民記者培訓 

綜合座談 梁正、王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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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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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媒體溝通與善用 

一、如何善用媒體.... 

    a. 一般新聞製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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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採訪記者一天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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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元素術語 

Stand 

NS：Nature Sound 

SO：soundbite 

OS：Off Screen 

SOT：Sound on Tap 

c. 一則影音新聞的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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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媒體有哪些？ 

a. 報紙  媒材：圖片、文字 

b. 廣播  媒材：聲音 

c. 電視  媒材：文字、圖片、影像 

d. 網路  媒材：文字、圖片、影像 

 

三、媒體溝通技巧 

a. 資料準備言簡意賅：包含文字、照片等多媒體素材） 

b. 回答訪問不要拖拉：尤其電視媒體，再訪問上說越多，效果越差。 

c. 遇到問題主動出擊：越是閃躲，媒體更喜歡報導…… 

 

 

 

 

 

                                    

 

四、做自己的媒體—公民新聞的應用 

a. 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聞 

b. 何謂議題.........發生在你我身邊的事情 

維基百科對「議題設定」的定義： 

觀眾對議題的關注力(What to think)，甚至還能告訴他們要如何去思考 

一件議題(How to think about)… …接下來觀察到的現象有產生潛意識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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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拿攝影器材拍攝的撇步 

� 如何說故事 

1. 5 個 W1 個 H 不能少： 

哪裡、誰、何時等因素不能缺，讓新聞的資訊要充分告知。 

2. 故事的連結性： 

新聞必須讓閱眾有所關心，並且值得報導，作者必須讓新聞和閱眾彼此間有所連結。 

3. 新聞節奏不可少： 

讓閱眾瞭解每一個新聞發生的過程，藉由敘述性的方式，或是現場音的呈現，加強每個

環節的連串性。 

4. 感覺真實性： 

藉由影片、聲音和文字，可以展現新聞和故事的真實，讓閱眾更快投入這樣的氛圍中，

進而瞭解新聞間的彼此關聯性。 

5. 大綱先列不急做： 

要將所有新聞元素（包含影片、聲音、照片等）集合在一起，並且標示重點，提綱契

要， 

建議您先將整個新聞大綱羅列出來，方便讓您將新聞的片段串連起來，並且更能快速完

成新聞的製作。 

 

� 照片的取鏡 

1. 拍攝物不置中： 

大家都習慣將要拍攝的物體放置照片的正中，雖然有聚焦的效果，但卻無法呈現物體在

環境中的位置，也無利於後期製作時的移動和擺設，以 1/3 的方法，將拍攝物呈現在實

境偏左或右位置，可以更凸顯被照物。 

2. 閃光適度用： 

在環境光線不足時，適度的閃光燈可以讓大家看得更清楚，但請避免用閃光燈直接照射

在拍攝物上，造成曝光過度。 

3. 照片拍多好挑選： 

數位時代，若記憶體夠用，可以多拍些不同角度的照片，好方便您在取用時挑選。 

4. 注意拍攝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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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時，背景不要太過複雜，免得過於喧賓奪主，其次，背景如樹或是其他物體，儘可

能不要穿插人的頭或是身體而過的景象。 

5. 穩定很重要： 

拍照時，儘可能用腳架來固定，這樣拍攝的照片比較不容易模糊，若無腳架，可以 

借用其他物體來穩定拍攝。 

6. 擺放物件有比較： 

拍攝物體時，若能放上相關物件，如筆、樹枝等，可讓閱眾有個物體大小的比較，更能

表現您所拍攝物體的大小，其次，這些物件的前後擺設，更能增加照片的拍攝縱深。 

7. 拍攝大綱不可少： 

照片的拍攝是靜止的，不像動態可以藉由動作表現故事，所以每一張照片都要能點出重

點，所以在拍攝前，若能先想好要取的鏡頭，更能讓您找到想要的拍攝方式。 

8. 特寫不可少： 

鏡頭拍攝不只有遠景，物體的特寫鏡頭也不可缺，遠和近的拍攝照片，更能將所要拍攝

的物體特徵表現出來。 

 

� 動態的拍攝 

1. 大量素材的取用： 

動態影音拍攝，要有足夠的素材，若只是單純的靜態物，還不如用照片來呈現，此外，

拍攝動態影片，更要注意流暢度。 

2. 拍攝物不置中： 

動態影音是以長方形的電視螢幕呈現，但和拍照一樣，太過於將物體置中，無法凸顯和

背景以及環境的位置關係，所以當物體在動時，更要注意和背景拍攝的比例大小。 

3. 使用腳架： 

動態拍攝，更需要腳架的輔助，尤其在轉動鏡頭時，若手部不穩，會讓影片晃動太厲

害，藉由腳架的拍攝，不論左 Pan 右 Pan 甚至是 zoom in out 都可以有比較穩定的鏡頭。 

4. 一個鏡頭的長度： 

每一個鏡頭取捨，要決定這畫面是否已經充分表現所要的內容，若所有元素都已經呈

現， 

可以再換不同的鏡頭，增加影片的豐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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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線拍攝不能少： 

動態影音拍攝，更需要有充足的光線，建議在白天拍攝，若要在晚上拍，需要光源，但

又不是像照片所需要的閃光燈，一般動態拍攝的燈光設備比較麻煩，所以強力建議您在

白天拍。 

6. 影片拍攝不忘聲音： 

雖然是動態拍攝，但千萬不要忘記現場音的呈現。以拍攝青蛙求偶為例，除了有動作

外，青蛙的蛙叫聲，還有現場環境的各種聲音，都可以增加影片的聲音豐富度，不過也

請記得，收音要以拍攝的主題為主，若現場音過吵也是不好。 

7. 簡單的鏡頭運用最佳： 

鏡頭的運用包括左右的 Pan，上下的 tilt，還有 Zoom in out 的方式，不過專業的攝影家建

議，越是簡單的鏡頭操作最好，其他的運動鏡頭算是輔助，只要能凸顯出拍攝的重點就

好，若運動鏡頭太多，有時會讓人看得眼花撩亂。 

8. 電池多帶幾顆：有時候拍到忘我，在最精彩的鏡頭出現時卻沒電，所以多帶備份電池。 

 

� 聲音的錄製 

1. 高品質麥克風： 

錄製口白時，建議買收音比較好的麥克風，可以減少雜訊的出現。 

2. 拿麥克風的技巧： 

錄音時，麥克風必須離您的嘴大約 8~10 公分，因為太近錄音會爆音，太遠又收音不

好，請在錄音前先測試。 

3. 戴耳機錄音： 

錄音時若要同步聽到您錄製的聲音，建議戴耳機，這樣可以避免重複錄音的情況，也可

以藉由耳機聽到您錄音時的品質。 

4. 避免干擾的聲音： 

由於一般民眾錄音時，並不是在專業的錄音間，才會有隔音的效果，但還是要避免相關

的干擾聲音，如您身體的移動、風吹的聲音以及如電風扇轉動的聲音，儘可能避免這些

干擾影響您錄音的品質。 

5. 減少不必要的重複： 

您的影片會有受訪者採訪的話，建議您錄口白的內容要減少不必要的重複。如，口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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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說這週天氣會持續下雨，請民眾出門記得帶雨傘。所以您錄製的口白就不必要再重

複，可以再提到其他重點或是用其他話語帶出受訪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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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隨堂測驗 

資訊素養(選擇題）５０％ 

（ ） 1、 資訊素養和下列哪些素養「有關」? 

(1) 網路素養           (2) 電腦素養  

(3) 媒體素養           (4) 以上皆是 

（ ） 2、 下列何者網路行為「可以」避免隱私權被侵犯? 

(1) 臉書的隱私訊息公開  

(2) 為了方便申請遊戲帳號時與臉書帳號連結  

(3) 網路購物時不公開個人資料  

(4) 在臉書上不斷打卡 

（ ） 3、 常見的網路霸凌有哪些狀況? 

(1) 公開張貼他人的個人訊息 

(2) 在個人留言版或個人臉書上集體謾罵 

(3) 不實剪輯或合成他人的照片在網路上流傳 

(4) 以上皆是 

（ ） 4、 校園網路霸凌的處理方式何者「不對」? 

(1) 終止留傳  

(2) 人肉搜索  

(3) 通報警察  

(4) 尋求協助 

（ ） 5. 下列何者「非」構成網路犯罪? 

(1 ) 在網路論壇下載私密性愛影片或照片  

(2) 分享自己欣賞電影後的心得 

(3 ) 提供線上電影的連結載點  

(3) 轉發性愛影片或照片 

媒體溝通與近用(選擇題)５０％ 

 6. 下列術語何者解釋為正確? 

(1) Stand 記者持麥克風於鏡頭前做報導 

(2) SOT 純訪問 

(3) SO 已過好聲音之新聞帶 

(4) OS 關掉畫面 

 7. 新聞媒體有哪些媒材是正確的? 

(1) 廣播：聲音、文字 

(2) 報紙：影像、文字 

(3) 電視：文字、圖片、聲音 

(4) 網路：文字、圖片、影像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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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照片如何取鏡以下方式最適合? 

(1) 將拍攝物放置照片的正中間 

(2) 用閃光燈直接照射在拍攝物體上 

(3) 拍攝物體時可在旁放上一支筆來顯示比例 

(4) 拍攝背景盡量穿插人或身體 

 9. 動態拍攝時，下列何者操作方式最適合? 

(1) 訪問時手提攝影機拍攝，以方便對準訪問者 

(2) 電池多帶幾顆，防止沒電情形發生 

(3) 拍攝時越多背景音越好，能增加影片的豐富度 

(4) 盡量在晚上拍攝，可以防止影片亮度太高。 

 10. 對於聲音的錄製，以下哪些方式才是正確的觀念? 

(1) 戴耳機錄音，可以確認收聽到聲音的品質 

(2) 拿麥克風時必須離嘴小於 8 公分以下，這樣錄音才錄得清楚 

(3) 盡量在錄音時走動，製造現場的臨場感  

(4) 在錄製口白時，盡量重複先前所談到的話語，以讓聽眾可以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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