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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素養目標

•有能力「接近」使用媒體。

•有能力「分析」媒體訊息。

•有能力「評估」媒體訊息。

•有能力「產製」媒體訊息。

•有能力表達公共議題的建議。



以「親身實踐」為目標的媒體素養策略

•媒體監督

•媒體近用

•素養扎根

•理念分享



現代媒體素養之解構

•解析
•解讀媒體之功能與角色

•批判媒體之內容與現象

•建構
•公民媒體之創造

•近用媒體之產製



媒體是「反映」事實，還是「再現」事實？

• 媒體的資訊並不全然真實地反映世界真實？

• 媒體訊息經過複雜篩選、包裝、選擇與組合？

• 訊息的呈現，可能受到各式組織影響？

• 媒體的傳播科技特質，可以塑造媒體的表現形式或獨特內涵？

• 這些會影響媒體事實？

• 記者與編輯、媒體部門與組織負責人，甚或政府、政黨或財團人
士扮演什麼角色？



與假訊息相關的新聞傳播理論

• 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

• 守門人理論（gatekeeping Theory）

• 假新聞（fake news）

• 假事件（pseudo event）

• 沈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

• 新聞室內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 room）



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

• 由McCombs所提出，觀察出媒介不僅能夠改變議程設置。

• 閱聽眾對議題的關注力（What to think about），甚至還能告
訴他們要如何去思考一件議題（how to think），也就是設置框
架（framing）的過程。



守門人理論（gatekeeping Theory）

• 懷特（D. M. White)提出。

• 討論「守門人行為」的觀念，即新聞媒體在從消息來源獲得大量
資訊後經編輯篩選、刪減的過程。

• 資訊的選擇規範則建立於「守門人」自身。



假新聞(fake news) vs. 假事件（pseudo event）

• 假新聞：是指媒體或記者憑空捏造的新聞，新聞所報道的事件在
現實中並不存在。

• 假事件：指媒體或記者策劃一件或一系列事件，然后由該媒體自
身以新聞的形式進行報道。傳媒假事件，一般具有消息來源和報
導者的重合、隱藏的動機、導演事件、事件媒介化、曖昧的真實
等特征。



沈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

• 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公眾中的少數派，他們將不願意傳播
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與多數人一致，他們會
勇敢的說出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1%E6%95%B0%E6%B4%BE


新聞室內的社會控制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 room）

• 該理論核心問題，是研究媒體如何透過｢潛移默化｣的手段，以一次次的獎
賞與懲罰，讓新進記者在沒有任何明確指令的情形下領會並遵守報社政策。



分析我們面臨的新聞亂象



假新聞充斥的恐怖時代：
如何增加分辨假新聞能力



打倒假新聞：媒體近用權的實踐

•每個「公民」透過大眾媒介、個人通訊工具，向
社會發布自己在特殊時空中得到或掌握的訊息及
觀點。

•公民新聞是指公民記者透過大眾媒介和個人攝錄、
通訊工具（諸如行動電話、數位相機、網路科技
等）為廣大受眾選擇、撰寫、分析和傳播自己發
掘新聞訊息的行為和現象。



媒體近用權（國家圖書館定義）

• 「媒體接近使用權」

• "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 

• 係指人民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要求媒體提供版面或時段，允許其
免費或付費利用，藉以表達意見的權利。



媒體近用權的實踐

• 英文的 Access ，實際包含「接近」與「使用」二個概念。

• 接近權是指民眾以被動、有限度方式，在大眾媒體上表達言論，
包括更正權（訂正不實報導）、答辯權（回應不公平說法）兩種。

• 使用權是自行製作節目，用自己的原聲原音在大眾媒體上發言，
不被大眾媒體剪裁、壓縮、扣押（使用媒體權）；甚至可以擴大
到人民要求公平分享電波頻率，自行建立及經營媒體的權利（使
用頻道權）。



近用：媒體接近權＆媒體使用權
（國家圖書館定義）

• 至於「在網路討論時事，是屬於『媒體接近權』還是『媒體使用
權』？」的問題，則需依網路討論所發生的場域或內容來分辨。

• 網路上澄清某報導之錯誤或不公，可視為「媒體接近權」的利用。

• 網路上經營網誌、部落格、電子報、Youtube直播頻道……等，
則應可視為「媒體使用權」利用的一種。



公民記者的實踐：眾包協作的參與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