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族群與媒體再現-以外籍配偶為
例 



課程題綱 

 甚麼是媒體再現? 

 外籍配偶的媒體再現 

 跨文化的實踐 



從我的強納威看【自己】&【他者】 
 「幹嘛拿我的錢？那你為什麼要拿我的錢？」含糊不清的男聲奮力地嘶吼著，另一方則是一口不流利中文的女聲反抗著。他們是黃乃輝和強娜威，台灣

人和柬埔寨人，四十歲與二十歲。導演蔡崇隆的紀錄片《我的強娜威》為移民新娘三部曲中的首部曲，真實紀錄商品化跨國婚姻的形成與問題，且看這
群人如何在婚姻與家庭中，迎向文化、年紀、性別等挑戰。圖片資訊：2003，台北市：公共電視台。 

 http://www.pts.org.tw/~viewpoint/arch/92.06.26htm.htm 

 



播放影片片段 “我的強納威” 

 

演講參考資料/移民新娘首部曲：我的強娜威/VIDEO_TS/VTS_01_1.VOB


討論&分享 

 這部片子中他們為什麼吵架?各自有什麼個
性? 

 你猜這個台灣爸爸為甚麼要去柬埔寨跟他
的太太結婚?不娶台灣太太? 

 你的生活中有碰到外籍媽媽?談一談他們跟
台灣媽媽有那些不一樣? 

 



全台灣有多少外籍移民? 



光是外籍媽媽就有快要50萬!!! 





嘉義縣新住民分布及服務點資源圖(18個連絡站及2據點) 

2017/5/24 



我們活在台灣的我們都叫做台灣人? 

一樣?還是不一樣? 

 

越南 

臺灣人 

柬埔寨 大陸 

菲律賓 印尼 



“他的媽媽” “我的媽媽”有不一樣嗎? 

 外籍新娘?    外籍配偶?  新住民? 



討論&分享 

自己 他者 



想想看我是誰?我從哪裡來? 
教學目標 



我們一家都是人? 你?我?他? 

我是誰？（自我認同） 

何處是我家？（價值觀認同） 

 

 

 

文化認同（單一或多元？） 



看到的外籍媽媽VS報紙/電視/網路/

廣告上看到的媽媽有不一樣嗎? 

 

現實生活中與媒體上女生形象（性別-男生 
女生） 

 

現實生活中與媒體上種族的形象（種族-白
人 黑人 柬埔寨 越南 大陸） 

 

現實生活中與媒體上以階級區分的工作職
業或收入或名氣來分的形象（階級-有錢人
窮人 白領階級 藍領階級 老闆 勞工） 

 



外籍新娘與媒體再現-誰的觀點?誰的
聲音?   

 播放年代新聞報導-外傭集體賣淫事件 

 

 

 



問題討論: 

 這則新聞是誰拍的?誰被拍?在講一件甚麼
事情發生了? 

 你相信這則新聞是真的嗎?從何判斷?請告
訴我們你的看法 

 那些畫面或是聲音的選擇對被報導的族群
是不公平的?為甚麼? 

 如果你是記者你會怎麼加強改善這條新聞? 

 





我們來分析再深入看懂這條新聞 

 偷窺-偷偷看沒有讓對方知道 

 加強負面形象-外籍的女生做了不好的事情 

 被曲解-事實是這樣嗎? 

 對他者同理心的瓦解-做這件事之前有沒有
想到別人? 

 女性/族群/階級的媒體再現-呈現出來的報
導是不是會讓我們加深更多偏頗的印象 



外籍新娘VS媒體再現-女性形象 

女性的形象常被描寫成位居男性之下的「第二
性」? 

 

 女性形象通常不是受責難的，就是瑣碎的 在
大眾媒體中看不到女性的形象? 





外籍新娘VS媒體再現-種族形象 

  對於外籍新娘在台生活之報導，通常以負
面的報導呈現且進行批判和探討 

 

     在媒體負面報導下，已成為一個具有負向
標籤性之名詞 





外籍新娘VS媒體再現-階級形象 

  在主流論述中為一群「悲慘而憐憫的異鄉
客兼打工族」 

 

  婚姻形式造就了商品化婚姻，女性身體成
為交換男子經濟資源的「性產品」 



 
以工作歧視為例-85度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wIPspZFgN

g 

 歧視？85度C主管拒陸配求職 挨罰10萬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wIPspZFgN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wIPspZFgNg


外籍新娘現象在台灣被媒體呈現出
的形象 

 外籍新娘為社會問題-賣淫 破碎家庭-逃家 

重婚 離婚 與低學歷者結合子女教育不良 

 外籍新娘的女人圖像(低劣者)-唯利是圖的
吸血鬼 有犯罪 無可奈何的受害者 

 外籍新娘現象的男人圖像(社會所不欲者)-

身心障礙 精神性疾病 道德低劣:騙徒與殺
豬 





外籍新娘受到媒體再一次不公平的
呈現 

媒體「再現」運作過程中受到各種既有價值規
範、制度結構、語言、文化及社會共識等因
素之中介影響-外籍媽媽 

 

 「外籍新娘」具有性別、種族與階級的相對弱
勢-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面對媒體扭曲的哈哈鏡 我們要站出
來 

 透過強勢媒體運作 當事人會將之內化 用來
評論自己或其配偶的情境 

 或是覺得自己是例外 不會去挑戰論述的有
效性或其背後的意識形態 



畫一張海報貼在佈告欄/寫一封信給
媒體.. 站出來幫助外籍媽媽 

 有沒其他媒介 改變媒體的刻板印象? 

 我們可以如何顛覆外籍新娘的刻版印象 



看看其他在媒體上被顛覆的外籍移
民形象-我們不該對這群人有偏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CvAZ

F5L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CvAZF5L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CvAZF5L9s


從跨文化溝通能力做起-了解與包
容 看自己 想別人 有個美麗的心! 

溝通者能隨時省視「⾃⼰」的文化觀點是否
影響著「⾃⼰」的認知，並能站在「他者」

的角度和立場，以「對方」的文化背景來思
考，了解「對方」話語內容所表達的意涵和
想法，進而在面對人際相處上的異同時，能
產生更多了解與包容。 

﹣Michael Byram 



參考資料 
 我的強納威圖片資訊：2003，台北市：公共電視台。http://www.pts.org.tw/~viewpoint/arch/92.06.26htm.htm 

 夏曉鵑，2001， 〈「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頁157‐196。 

 中時電子報，擷取自2006/10/10台灣性別人權協會，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3474 

 交大頻道，交通大學，擷取自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35?issueID=537臺灣在外籍配偶近年逐漸成
長，已接近五十萬大關。（圖片來源／杜以翔製）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N_53PVgtTY 2010/10/04 

 

 

 

 

 

http://www.pts.org.tw/~viewpoint/arch/92.06.26htm.htm
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347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N_53PVgtT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N_53PVgtT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N_53PVgtT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N_53PVgt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