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毒你？你讀新聞！」「新聞毒你？你讀新聞！」

媒體識讀教育活動媒體識讀教育活動

日 期：104年10月18、25日日 期：104年10月18 25日

時 間：08：30‐12：00

地 點：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求真樓k602教室求真樓k602教室

主辦單位：每日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聞毒你？你讀新聞！」媒體識讀教育活動 

課程表 

日期：104 年 10 月 18、25 日(星期日) 

時間：08：30~12：00 

地點：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求真樓 k602 教室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8：30~08：50 報到 主辦單位 

08：50~09：00 開場 主辦單位 

09：00~09：50 新聞背後藏玄機 

-真相追追追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

李郁青助理教授 

09：50~10：00 休息 

10：00~11：30 廣播玩什麼把戲?     

-好的聲音技巧帶你上天堂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

李郁青助理教授 

11：30~12：00 Q&A 及檢測 

12：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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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背後藏玄機‐真相追追追
李郁青

 

刻板印象

• 刻板印象（stereotype）

→籠統而概括的

→是個人對某個人或某一群人特
性的描述

→是個人對某個人或某一群人的
態度

• 今日我們將由性別、族群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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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篇

 

 

暖暖身！先想想

若一位男生穿粉紅色衣服，留長髮，綁
辮子........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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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 你在什麼時候開始認知到自己是個男／女生？
如何認知？你的方法是什麼？

• 你從小第一個志願是想從事什麼行業？為什麼？

• 說起最帥氣／美麗的人，你會想到誰？為什麼？

 

 

刻板印象

• 例子：性別；族群

• 正面影響：有助分類、了解

• 負面影響：過度簡化、增加誤解、
形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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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刻板印象

• 我們一般都認為：

男人→工具性特質（堅強、獨立、
大膽、冒險、理性）因此適合從
事家庭以外的競爭性工作；

女人→表達性特質（溫柔、體貼、
膽小、感性、脆弱、母性）因此
適合從事家庭內照顧幼兒、料理
家務的工作。

 

 

再思考看看！？

能不能有家庭煮夫？
能不能有女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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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學
習
理
論

• 由學者班度拉提出

• 閱聽人（不論是成人或是兒童）
均會透過對電視的觀察，學習並
模仿媒體中有關性別角色的行為。

• 如男（女）人都做些什麼事？他
（她）們喜歡什麼樣的事物？怎
麼樣的行為和裝扮才稱得上是真
正男（女）人？如何吸引異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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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過來！思考看看！

廣告中的男孩穿什麼顏色！？ 藍色
廣告中的女孩穿什麼顏色！？ 粉紅色

廣告中的男孩做什麼？ 打籃球
廣告中的女孩做什麼？ 聊天、溝通

 

廣告中的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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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uf
(1974)
的
研
究

• Beuf（1974）針對 63 位 3‐6 歲兒
童進行研究：

• 當被問及將來想作什麼時，有 70%
男孩與 73%女孩會選擇傳統刻板印
象的職業。

• Beuf 更發現電視觀看量與職業刻
板印象也有關連，重度收視者
（heavy viewers）中有 76%的兒童
會選擇符合刻板印象的職業，而在
一般收視者中只有 50%的兒童會。

 

 

廣告中傳遞的價值觀

• 女體塑身廣告中，女性美的標準不僅在於
「瘦」，更要「有型」，因此除了「瘦身」外，
還要「塑身」；

• 許多化妝品與沐浴乳廣告更強化所謂「一白遮
三醜」的價值觀，認為女性皮膚要白才漂亮，
穿什麼就會都好看；

• 以往保養品被視為是女性專利，現在男性也開
始注重面子問題，美貌受到廣告建構與內化，
成為大眾習以為常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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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談這些都是為了！！

資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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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天龍國？天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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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看！或許........？

台北人真的冷漠？
台北人真的很「天龍」？

或許會有其他狀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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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討論

• 你覺得台北人真的是天龍國人嗎？

• 你是哪裡人？在你生活周遭，有
沒有類似的刻板印象例子？

• 反過來說，台北人會不會也是這
種刻板印象的受害者？

 

各
縣
市
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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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客
印
象

 

 

族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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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 當不同族群的人出現在電視上時，
通常是以什麼形象（職業）出現？

 

在北市桃源國小的小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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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影片中的內容！？

小朋友透過外表、專長、說話舉止

真的有認出正確的族群身分嗎！？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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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時間

• 我們有沒有可能超越這些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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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玩什麼把戲?－

好的聲音技巧帶你上天堂
李郁青

 

 

廣播媒介的特性

• 只有聲音的媒體

• 仰賴記憶力的媒體

• 聽眾經常分神做其他事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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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新聞與聲音技巧示範

• 參照講義文本進行現場示範

 

 

常見的廣播技巧？

加重語氣
放慢

讓我們再聽一次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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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聲音技巧對聽眾新聞
接收的影響

• 不同播報方式是否也造成不同的
閱聽觀感？

 

 

所以我們如何播報新聞？

找出重點！
圈起來 強調他

加重語氣～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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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廣告與聲音技巧

• 案例分享

• 參照講義文本現場邀請學員示範
分享

 

 

廣播氣象與廣播劇的聲音技巧

讓我們聽看看實例分享

氣象文本

廣播劇我們聽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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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節目與聲音技巧

• 直擊電影音效、配樂幕後

 

 

聲音技巧學問大！聽到的可能都
不是真的！？

聲音的技巧都來自於..........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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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影片配音變什麼把戲！？

中國電視史─打耳光篇

片中耳光聲
打大腿
皮帶
看準時機！

 

 

廣電節目與聲音技巧

• 直擊卡通配音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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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配音體驗活動

• 人物需求：怪物、阿嬤、小孩

• 參照講義中的故事對白，邀請學員練習後上台分
享。

 

 

結語

• 廣電媒體聲音技巧學問大

• 廣播媒體僅仰賴聲音傳達訊息，更須重視
聲音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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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心得分享

 

 

• 謝謝參與今日活動

 



 

補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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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播 報 文 本 

AT-3 失事 兩飛官公祭 衝場致意 

【空軍官校兩名飛官王勁鈞少校與黃俊榮中尉上個月 22 號駕駛編號

0851AT-3 教練機，進行基本儀器訓練時不幸殉職，兩名飛官的告別式

今天(12 日)上午在高雄岡山空軍官校舉行，總統馬英九南下弔唁並慰

問家屬，國防部長高廣圻親自頒授旌忠狀給兩名飛官的家屬，並追晉

王勁鈞為中校，黃俊榮為上尉，兩名飛官的家屬看到總統與現場播放

飛機失事的相關影片，當場情緒崩潰痛哭。】 

空軍官校王勁鈞中校與黃俊榮上尉的聯合公祭今天(12 日)上午在高

雄岡山空軍官校舉行，高雄天空陰霾，總統馬英九由國防部長高廣圻

與參謀總長嚴德發上將陪同南下弔唁，場面哀戚。 

總統慰問家屬時，黃俊榮的父親難掩痛失愛子的悲慟，哭倒在馬總統

身上，王勁鈞中校的家屬看到現場播放教練機從失聯到發現殘骸以及

兩名飛官的遺體被尋獲、運送回空軍官校的新聞資料畫面，當場情緒

崩潰痛哭，場面令人鼻酸。 

公祭典禮結束後，接著進行啟靈儀式，現場由憲兵班「發矧槍」連續

三聲槍響，並且由四架 AT-3 教練機進行編隊衝場，其中第四架 AT-3

拉高往北飛，代表對兩名飛官最崇高的敬意與追思，隨後兩名飛官的

骨灰由 C130 運輸機運送到台北，暫厝台北碧潭空軍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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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播報文本 
 

每日廣播氣象小叮嚀 

聽眾朋友大家好，提供明天 10 月 11 號，禮拜日台灣地區的天氣概況。 

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資料顯示： 

明（１１日）受到東北風影響，北部及東北部天氣稍涼，東半部地區及西半部山區有局部短

暫雨，其他地區及澎湖、金門、馬祖為多雲到晴的天氣；臺灣各沿海地區易有較強陣風，請

注意。 

 

繼續提供中部地區詳細的天氣概況：(請說落雨機率是百分之幾，若無落雨請說可能不會落雨) 

臺中市 多雲 25~31° 0% 

彰化縣 多雲 25~30° 0% 

南投縣 多雲時晴 24~31° 0% 

雲林縣 多雲時晴 24~30° 0% 

氣象局表示，明天天氣會變涼，東北風帶來乾冷空氣，天氣也會較穩定，較會是好天，提醒

聽友可以趁好日整理環境，水溝、排水孔也都要巡巡看看避免蚊蟲生拓，天氣稍為轉涼，也

提醒聽友早晚出門要特別注意穿著，避免感冒。 

 

以上台灣地區天氣資料，是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播送，感謝收聽。 

 

新聞播報文本 

繼續咱來播送中台灣地方新聞 

台中太陽餅文化節，週末台中公園登場，號召六十多家業者共襄盛舉，除了太陽餅買一送一，

業者還推出鳳梨酥，綠豆椪等多樣糕餅產品，都有優惠，副市長張光瑤表示，台中糕餅年產

值數十億，太陽餅文化節聚集所有甜蜜好滋味，歡迎民眾到場品嚐。 

延續台中市糕餅故鄉盛名， 10 月 17 號週末上午，在台中公園舉辦太陽餅文化節，號召全市

糕餅業者現場設攤，有民眾最愛的太陽餅買一送一活動，63 家業者報名參加。 

副市長張光瑤表示，糕餅是台中市的美食文化產業的代表，年產值數十億，市府積極行銷，

要讓台中成為台灣糕餅產業的火車頭，把糕餅美食推向全世界，太陽餅文化節聚集所有甜蜜

好滋味，歡迎民眾到場品嚐。 

經濟發展局表示，太陽餅文化節每年創造搶購熱潮，今年除了各家糕餅展示販售，特別規劃

茶、伴手禮業者設攤，搭配糕餅 DIY、糕餅攝影打卡抽獎等活動，消費滿額的民眾，也能夠

兌換限量的糕餅公仔，將滿滿的幸福甜蜜，帶回家與親朋好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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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配音文本：《魔法阿嬤》片段 
 

人物需求：怪物、阿嬤、小女孩、豆豆（小男孩） 

 

對白開始 

豆豆：賣玩具喔！好好玩的阿嬤玩具喔。 

女孩：你在賣什麼啊？ 

豆豆：我新發明的玩具娃娃啊！ 

女孩：真的啊！我看看！ 

女孩：好…好醜喔！ 

阿嬤：什麼好醜？！ 

阿嬤：喂，是你把我變成這樣的！把我穿成這樣，難看死了！

還有，這是什麼配件？有用嗎？笨蛋喔你！笨蛋喔你！ 

怪物：帶來了嗎？ 

豆豆：帶什麼來啊？ 

怪物：你的阿嬤啊，你說要賣給我的！ 

豆豆：我沒帶！ 

怪物：還說沒帶？這是什麼？ 

豆豆：阿嬤在裡面啊？咦，阿嬤？ 

怪物：咦～啊～ 

阿嬤：不知死。嗯！哈！啊達！香港腳！ 

豆豆：阿…阿嬤。 

怪物：哼！小鬼，你騙我。 

豆豆：啊，你是收破爛的！ 

怪物：沒錯！我只買別人不要跟沒有用的東西。你阿嬤這麼

厲害，為什麼把她賣給我？ 

豆豆：我沒有賣給你啊！我還沒收集到三滴眼淚啊！ 

怪物：不管！我看真正最沒用的人應該是你。乾脆把你自己

賣給我吧！哈哈哈哈！ 

豆豆：不要啊！救命啊，媽咪！不要啊！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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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配音文本 

 

一、 

2015北區客家美食料理比賽開始報名囉！徵求愛料理、有創意的你，

快上網蒐尋「舌尖客家」。 

 

二、 

A：古代經典也有輕薄短小的作品，像是菜根譚、幽夢影、圍爐夜話

和浮生六記，我是○○○（請自行加上您的大名），和您分享古

人的臉書，更是現代生活的啟示錄。 

B：○○○（請自行加上前一位的大名）私房經典 2有聲書，全套六

CD，499 元。訂購專線：04‐23712988，或上 FM98.7 每日廣播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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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知識補給站～ 
 

刻板印象篇 

刻板印象（亦稱印刻作用，英語：stereotype），是一個社會學銜語，

專指人類對於某些特定類型人、事或物的一種概括的看法，看法可能

是來自於同一類型的人事物之中的某一個個體給旁人的觀感。通常，

刻板印象是大多數是負面而先入為主的，並不能夠代表每個屬於這個

類型的人事物都擁有這樣的特質。  

以下為一些常見的刻板印象 

性別偏見(性別刻板印象) 

「女生玩洋娃娃、男生玩機器人」或是「男主外，女主內」、「男生在

選擇大學科系要以有出路為主，女生則是隨便選科系」、「男生唸理

工，女生唸人文」、「男生要剛強，女生是柔弱」、「男兒有淚不輕彈」、

「女生不能當司機；男生不能當護士」等等都是一種性別刻板印象。

這種印象常常造成在工作上對於性別的歧視，同時亦造成人際相處上

的阻礙。如果將這些思想實踐，即成為性別歧視。 

性傾向刻板印象(性別刻板印象) 

例如：「同性戀的人容易得愛滋病」，「男同志都很女性化」，「同性戀

就是愛亂搞」等等，都屬於性傾向刻板印象。這種印象往往造成大眾

對同性戀者的歧視。 

地區或種族刻板印象 

例如「日本人都愛吃生魚片」、「所有四川人都愛吃辣」或是「台灣北

部人都很高傲目中無人」、「臺灣中南部人沒水準」、「客家人節儉」、「台

灣原住民文化比較落後」即為地區/族群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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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刻板印象 

例如漫畫中的人物造型，常有以尖嘴猴腮的有錢人為壞人的形象、「體

態肥胖的人都貪吃，體形消瘦的人有疾病。」等皆為其例；然而，並

不是所有的肥胖都是因為貪吃造成，而體形消瘦更不全都代表是有疾

病。中國大陸的男子給一些人的印象是以方形平頭為髮型且語氣粗

獷，但並非代表所有中國大陸的男子皆然。 

喜好刻板印象 

例如：「御宅族都是不修邊幅，與社會脫節，不擅長與人溝通的人。」、

「喜歡卡通動漫或海綿寶寶的大學生都很幼稚。」、「熱愛運動的男性

都是身心健康」、「懂音樂的男性就是很有氣質」、「喜歡動物的女性都

心地善良」就是對擁有個別興趣的人的刻板印象。事實上，即使擁有

共同興趣的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論。 

年齡刻板印象 

如把年紀較大的女性等同於強氣，一同稱為御姐，或認為「七年級生

都是草莓族」、「八年級生都是水蜜桃族」、「老人不擅長使用新科技」、

「老人很頑固」，或者是「小孩子辦不好事」、「小孩容易犯錯」等都

算是。 

身份或社經地位刻板印象 

如「基督徒都反同性婚姻」、「唸理工科的男生都很宅」、「公務員很

混」、「有錢人小氣自私」、「窮人沒有信用」、「金融才俊最有前途」等

即是其例。 

社會學習理論 

社會學習理論是美國心理學家阿爾波特·班杜拉提出的社會心理學基

礎理論，這一理論源於行為主義學派的強化學習理論——即學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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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說是受到增強與懲罰的影響，而改變了行為的發生機率。例如，

小孩說真話，得到了糖果獎勵，以後他傾向於更多說真話；倘若小孩

說謊話，得到了糖果，以後他傾向於更多地說謊話。 

而社會學習理論則認為，不僅加諸於個體本身的刺激物可以讓其獲得

或失去某種行為，觀察別的個體的社教化學習過程也可以獲得同樣的

效果。例如，小孩看到幼兒園老師誇讚彬彬有禮的小朋友，並且給其

糖果吃，等到他見到幼兒園老師，也會彬彬有禮；而小孩其他特質如

性別角色等也是從社會環境學習而來的。 

社會學習理論的這個論斷，從在常識看是走了一小步，從在科學上看

是了一大步。通過這種理論，行為主義學派的增強理論被用來解釋許

多社會心理學問題。社會心理學第一次擁有了改造社會的理論。自社

會心理學理論出現之後，大量的電視報導、討論會便隨之出現，社會

管理者開始更多地注意示範作用。榜樣的教育意義被空前重視起來。 

 

新聞怎麼來！？ 

1.媒體工作者：記者 

聽這麼多新聞是不是還很模糊記者在做什麼？沒關係！媒體資料庫

幫你一一整理，我們用簡化的方式來看看報業記者一天的流程～ 

 

記者：記者通常兩兩一組，拿相機、攝影機的是攝影記者，負責拍攝

現場的狀況，另一位拿紙筆的是文字記者，負責寫下被訪問的人說過

的話。 

 

看報紙：記者的工作就是蒐集每天發生的新聞，記者到公司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看報紙，看看今天發生什麼重要大事，並且做重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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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看完報紙就開始進行每天早上的開會，編輯會跟所有的記者討

論今天有什麼新聞值得採訪、報導，並且開始分派工作，分派完大家

就解散開始工作。 

 

採訪：知道今天要採訪誰之後，文字跟攝影記者就出發到地點，並且

開始做採訪，記者們通常會討論要問些什麼問題，然後舉手發言，或

是直接提問。 

 

寫稿：兩位記者採訪回公司後，文字記者會將剛剛採訪到的狀況寫成

一則報導，攝影記者會將剛才所拍到的照片整理好，並且在截稿時間

將草稿交給編輯。 

 

編輯會議：當記者都蒐集完今天的新聞後，編輯就會再集合所有記者

開會，選出今天重要的新聞來放在報紙上面，因為報紙大小有限，沒

有辦法全部內容都放，所以編輯跟記者會討論要放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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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媒體工作者：編輯 

編輯早上與晚上是不同的，早上最重要是資料的收集、整理(像是記

者看報紙一樣)，晚上則是檢討、改進、追蹤。晚上會再多次檢討新

聞後續的發展，並且也得整理記者採訪回來的報導，並加以處理。 

接下來新聞進入加工編輯的階段了，讓我們來看看編輯者整理稿子的

技巧吧！ 

 

整理稿件 

整理稿件是編輯上班的第一件事情，每天發生許多大小事，編輯就得

從這麼多不同的事件中，整理出順序、類型、發生的關係，然後將有

關係的放在一起，把同類型的放在一起，最後照事情的重要性照順序

排好，也就是將稿件做分類的工作。 

 

整理第一步驟：刪稿 

一篇大報導可能 1000~2000 字，記者會採訪到許多珍貴的資料，編

輯通常會刪掉其中不重要的部分，畢竟報紙、電視、廣播等等都有受

到限制，報紙受到版面限制；電視廣播則受到時間限制，透過刪稿讀

者就可以看到最精華的部分。 

 

整理第二步驟：改稿 

新聞記者早上急忙寫出大約 2000~3000 字的稿子，多少可能會有錯

誤，編輯整理的時候就是邊看邊改，把不順的句子、錯誤的字、不當

的成語修正，才能做出最完美的呈現。 

 

整理第三步驟：併稿 

因為一天可能會有許多新聞，而且其中可能都有關聯性，把所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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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聞通通整理在一起，讀者看的時候就可以馬上知道還有什麼相關

的事情，一則一則讀下來，可以清楚明白其中的因果關係，全面的了

解事情的發展。 

 

整理第四步驟：丟稿 

報紙的版面有限，電視、廣播的時間有限，編輯得選擇對大家有價值

的新聞，把不重要的新聞捨棄。經過編輯透過上述的整理，今天的新

聞就算是完成了，接下來就是把新聞放上報紙上面囉。 

 

 

 

 

版面規劃 

每天的新聞很多，讀者會選想看的去讀，編輯在整理的時候，就把各

種不同的新聞分配到不同的版面，把相關的新聞放在同一個版面。 

例如；社會版、財經版、娛樂版、體育版……。 

 

版面規劃 

編輯把新聞都整理好之後就要進行版面規劃，在開始之前編輯都會先

想好大概要放哪邊，要放在報紙的上面還是下面，這也表示說這個新

聞的重要程度，不論是標題要大要小，甚至是內容字體的大小，都必

須考慮在裡面。所以最上面的內容最重要，最大的字也最重要！ 

 

標題設計 

標題就是一篇新聞最重要的地方，編輯一般都會用一句或兩句話當作

標題，一個好的標題是可以一看就知道這篇新聞要說什麼，大概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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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內容，讀者看了標題之後，覺得有興趣，就會繼續閱讀內容。一

般人看報紙也都會先看標題，覺得好看、想看，才會繼續看。標題會

影響讀者的閱讀意願，所以標題其實也非常重要喔！ 

 

版面設計 

想好新聞要放哪邊，也想好了標題，再來就是把剛剛的想法實際作

好，版面一般會有四個重點：標題、內容、圖片、表格。除了把四個

重點放上去，還要想看看怎麼排上去會讓讀者看了可以馬上了解。 

通常編輯會先作出一個草稿，並且檢視是不是還有錯字修正、圖片跟

內容放錯的、標點符號用錯的，經過這些步驟，就可以把成品拿去印

刷，印刷出來的每一份報紙就是每天拿到的報紙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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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的版面結構 

剛剛提到說標題越大越重要，字體越大越重要，但是報紙有這麼多內

容，我們想要知道的東西在哪邊？這麼多標題又有什麼意思呢？讓我

們一一來找看看報紙裡面有什麼玄機！？ 

報頭 

通常會放在報紙的第一版，也會放在最上面，就像是報紙的名字一

樣，讓我們一看就知道這份報紙的名字，接著旁邊會放一些報紙的基

本資料，像是報紙的英文名字、每一份的價錢、今天印了多少份……

等等。 

例：國語日報、民生報、聯合報 

 

報眉 

報紙的頭版都會放上報頭，而在每一個版面，就會有一個「報眉」，

報眉的功能就是讓讀者知道這個版面的內容是什麼，一般報眉會放日

期跟星期，有一些也會放上農曆的日期，甚至是放上報紙的名稱提醒

讀者，再來會有阿拉伯數字告訴讀者什麼新聞在第幾頁，讓讀者可以

快速找到自己想看的新聞。 

 

新聞提要 

為了讓讀者可以快速找到自己要看的新聞，通常都會在頭版設計一個

新聞提要，新聞提要的內容就是每一版的重點，因為現在的新聞非常

多，新聞提要跟報眉一樣，都能讓讀者更快的找到自己想看的新聞，

例如：社會新聞有什麼獨家報導、娛樂版有什麼特別的新聞。有一些

新聞提要也會放上今天的天氣狀況、氣溫、星座運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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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線 

每一個版面都會有一條線來隔開報紙的上下兩邊，主要是讓讀者讀內

容時覺得內容比較集中，不會覺得看到要飛出去，另外也是為了美

觀、整齊。 

 

內容 

傳統的內容排法是從上到下、從右到左，但是現在閱讀習慣改變，也

有很多家報紙開始由左至右編排。一般內容編排分為塊狀跟橫狀，塊

狀的好處是編輯在編排的時候需要考慮放置的位置，接著要一塊一塊

將內容放上去，加上圖片說明，一個報導就算是完成。橫狀的方式比

較簡單，只要照順序將內容放上，不需要太多的編輯就可以馬上完

成，不但方便改版，也方便讀者閱讀。 

 

欄高、字級 

欄高就是每一行之間的高度，字級就是字體的大小，這兩個設計都是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太小的字、太密的字都會讓讀者難以閱讀，太大

也會讓人感覺很奇怪，搞不清楚哪句是重點，因此才會有字體大小的

分別，也讓爺爺奶奶在看報紙的時候比較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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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重點！ 

新聞當中有一個 5W1H 的寫作技巧，不但可以讓記者在寫稿的時候

更清楚，如果讀者或是聽眾觀眾可以了解，也可以幫助你看懂新聞

喔！ 

 

5W1H，又被稱為六何法，也就是： 

 What 什麼事 

 Who 什麼人 

 When 什麼時間 

 Where 什麼地點 

 Why 為什麼 

 HoW 如何 

 

也就是透過以上六個重點，我們可以快速的知道這個新聞要告訴我們

那些事，而且確實又容易了解，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人事時地物」。 

 

來找碴～動動腦！ 

透過上面的重點提示，大家也來找找看下面這則新聞的重點吧！ 

 

關懷獨居者 創世辦尾牙 

創世基金會今天舉辦寒冬送水餃活動，在萬華區凌霄里

與食品行以關懷獨居長輩為主，為里內獨居長輩送上熱

騰騰又飽實的水餃。提供水餃的梁先生覺得自己過去生

活的辛苦，想回饋社會、鼓勵弱勢，希望透過活動將溫

暖傳到獨居老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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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主角是誰？   創世基金會 

What 什麼事情？     舉辦寒冬送水餃活動 

When 什麼時候發生？   今天 

Where 什麼地方？      萬華區凌霄里 

Why  什麼原因？      想回饋社會、鼓勵弱勢 

How  結果怎樣？      希望透過活動將溫暖傳到獨居老人心中。 

 

 

新聞專業與倫理 

好了～我們現在知道了基本的新聞理論與新聞被製作的流程，甚至更

知道了我們怎麼看新聞，但是當新聞工作者在專業上，應該有什麼素

質、或是什麼專業的表現，讓我們來看看新聞工作者應該有什麼所謂

的「新聞專業」 

 

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專業素質 

1. 獨立自主：應抗拒政府、老闆或其他勢力的威脅和利誘。 

2. 揭露真相：應該嚴謹地查證和報導事實，不可扭曲或掩蓋真相，

也不得以片段取材、煽情、誇大、討好等手法進行報導或評論。 

3. 尊重多元：不可散播對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性取向及身心

障礙等弱勢者的歧視。 

4. 尊重隱私：除非涉及公認的公共利益，否則應尊重新聞當事人的

隱私權，不可侵擾。 

5. 利益迴避：不可假借工作之便謀取私利，不得擔任政治職務，不

得帶職參選或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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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自律： 

1. 設立公評人（ombudsman），受理閱聽人申訴，並對媒體內容是

否正確、平衡、合宜進行獨立調查，定期向媒體負責人提出改進建議。 

2. 訂定內部規範，讓記者編輯遵行，避免犯錯，如公共電視自訂「節

目製播準則」。 

3. 成立跨媒體的專業組織，相互砥礪，如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主動訂

定「新聞倫理公約」，並且發行《目擊者》雜誌交流經驗、切磋作法。 

4. 設立新聞評議會，接受閱聽人的陳訴案或檢舉案，由評議會加以

審判，並公佈審判結果，如一九五三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

會。 

※台灣尚未建立公評人制度，訂定內部規範並確實執行的媒體也寥寥

無幾，新聞記者協會和新聞評議會又缺乏制裁權，以致新聞自律難以

貫徹實施。 

 

現今社會有許多管道可以獲取新聞資訊，也有許多「媒體工作者」在

播報新聞，但也因為台灣目前在新聞播報上尚未有完全的規範，使得

新聞的播報品質不一，有些媒體甚至會播報自我立場為主的新聞，並

未達到上述的新聞專業，所以當我們在看新聞、聽新聞的過程中，我

們應該要多方面檢視，這邊聽一點那邊看一些，來「平衡」新聞，才

不會得到過於偏激的新聞資訊。 

 

社會大眾的媒體素養 

OK！既然我們無法控制媒體，那我們有什麼方式可以幫助自己、保

護自己的權益呢？也就是得提升我們自己對媒體的了解，當我們了解

媒體的狀況，自然就不容易被媒體限制住了。媒體素養的意義在於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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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全民具有思考與製作資訊的能力，甚至可以用批判性的角度去解讀

所有的媒體信息。 

 

現代社會大眾也開始瞭解「媒體亂象」， 也開始想了解媒體，也因為

現在我們可以獲取資訊的管道眾多，政府也開始鼓勵大家認識、解讀

媒體，所以也有許多活動、講座、網頁資訊等等，所以當我們在看新

聞、聽新聞時，是不是應該多思考、多方面了解，讓我們都能夠成為

專業的媒體讀手！ 

 

常見的問題！？ 

1.過期的資訊：因為現代傳播科技、通訊軟體發展，很多網路上的舊

訊息，例如；「某地血庫缺血，請大家趕快去捐血」、「某寵物收容所

將有小狗們將被安樂死，請快分享給大家認養」、「政府新政策，某某

路口都加裝了攝影機，壓到白線都罰 3000」等等得訊息。 

 

相信大家也都有在 LINE 或是早期使用即時通等類似軟體收過，但是

這樣的資訊往往沒有附上日期或是發布的來源，因此我們得知道是不

是正確的訊息再轉發，以免造成別人的困擾或是誤導了朋友。 

可以打電話到該單位詢問確認，問問當地的捐血站、收容所等等，或

是上政府網站確認是否真有這條新政策，再決定是否要轉發，才不會

自己也傻傻的散布了錯誤訊息喔！ 

 

2.偏激的報導：由於現在有許多新聞媒體，自然新聞的品質就更難以

控管，往往有報導者沒有遵守新聞專業，過度偏向某一方面的批判，

例如；「台中發生搶案，就說台中治安差」、「山友去登山遇上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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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要去登山」、「某大學生發生情殺案，就說所有大學生都亂搞」等。 

 

或許大家在聽新聞的時候也都聽過這樣偏激的報導，其實新聞的播報

不應該加入太多主播的主觀意識，應該要持平報導，剩下的就讓社會

大眾自行判斷，而我們也應該要多方面了解資訊，避免吸收到這樣偏

激的觀念。 

 

現今社會媒體眾多，開放、自由，以至於難以管理，所以我們只好增

加自己的媒體知識，用自己的專業來讀新聞，讓我們自己不要吸收錯

誤資訊，進而得到更多正確的資訊，才不會誤導別人、誤導社會，所

以透過媒體識讀的活動，也讓我們自己成為專業的閱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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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理論─現代新聞相關篇 

─截自林宗祐（2014）。《電視新聞框架及感官主義手法對中部科技大學生接收態

度的影響》，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學士論文。 

 

壹、傳播媒體的效果論 

    傳播的效果一直是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加上媒體環境逐漸改變的情況下，

人們也開始對傳播環境進行研究，甚至在漫畫風行的一九五零年代，人們就開始

擔憂漫畫書是不是也有可能影響青少年的心理（Sererin/ 羅世宏，2000）。 

 

  效果論最初是由傳播媒介尚不發達的工業社會開始啟發，當時一般大眾大多

只能透過收音機做為資訊的來源，也因為工業社會的分工作業模式，使得大眾的

人際傳播減少，更導致了缺少社會間的共識。其中也增加了日常指導規範方面的

困惑（生活上的疑問），使社會大眾處於一種心理混亂的狀態，因此人們越來越

容易受到其他資訊的影響。這是效果論在萬能論時期由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所提出的迷亂理論。這使我們知道：人們在困惑的狀態下所接收到的資訊，將成

為該受眾心中的答案、想法，展現出資訊內容對閱聽人的可能影響。 

 

    1900 到 1930 年間是傳播理論的研究初期，而在這之間最著名的便是魔彈理

論（Magic bullet theory），又被稱為皮下注射理論、或是刺激反應理論。當時正

值美國經濟恐慌與戰爭，人民在心理上畏懼而孤獨，因此對傳播媒介有個很大的

依賴，大戰之中政府便運用了媒體的說服力來鼓舞人民參戰，並且團結民心。 

 

  魔彈理論的特色是認為受眾從媒體上所接觸到資訊是一致的，並且媒介的訊

息強到足以影響受眾的情緒、觀感，接著這個影響（刺激）強到可以改變受眾的

行為、態度，使這個影響似乎是直接而且萬能的。說服指的是因為接觸了他人（媒

介）所提供的資訊而導致態度的改變，而態度是指對某件事的正負面評價以及贊

成或反對（鄭美珠，2006，頁 156-157）。這就是傳播效果理論的初期想法─萬能

論時期。 

 

  不過拉查斯斐（P. Lazarsfeld）在 1940 年的恐慌研究中，就以傳播效果有限

論來推翻舊有的萬能論，他提到傳播媒介的力量是有限的，往往小於人際接觸的

影響（Sererin/ 羅世宏，2000，頁 349-350）。也有其他學者批評到媒介多半只能

加強閱聽人的「預設立場」，很難改變閱聽人堅決的態度與行為，因為閱聽人並

不是孤立的，他們屬於各式各樣的團體，並且彼此保持著密切的往來，存在著相

互的影響性（鄭美珠，2006，頁 159-160）。也在這樣的研究背景中，傳播理論來

到了效果有限論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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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級傳播理論中提到了個人在社會中不是孤立的，而是會跟其他人做互動的

社會。訊息的接受也不是直接、立即的，而是經過社會關係的轉達，並也相互影

響，也就是所謂的口耳相傳。加上大眾傳播工具在做傳播時並不是直接操作，而

是需要透過一個複雜的社會關係網路，也就是說，傳播的過程中人們是會受到外

在影響，例如透過意見領袖分享資訊，而非純粹的只受到媒介內容的影響

（Sererin/ 羅世宏，2000，頁 248-253）。 

 

  拉查斯斐為了瞭解是甚麼影響了人們投票的因素，因此在 1940 年的美國總

統大選裡，選擇俄亥俄州的艾瑞郡進行調查研究，而他選擇艾瑞郡的原因主要是

因為選民的結構平均且人口穩定，加上當地的廣播、報紙發達，以及之前的開票

結果都跟全國的結果相符，非常具有預測全國投票結果的準確可能。而拉查斯斐

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在其中，找出廣播媒介對投票選舉的行為有沒有影響，而選

民又是怎麼做投票選擇（鄭美珠，2006，頁 246）？ 

 

  拉查斯斐選擇了連續訪問法，抽出三千個樣本，實驗組在五月到十一月間每

月訪談一次，控制組則在七、八、十月受訪。而研究的結果是：越晚做決定的選

民越容易受到影響，而且在每個不同的社會階層都可以發現對其他人極有影響力

的「意見領袖」。而兩級傳播的主要貢獻就在於：「意見領袖」的影響力可能刺激

了大量的受眾行為，這也打破了社會過去對萬能論的迷信。 

 

  經過更多學者更多研究的結果之後，傳播的效果論多少有經過一番修正，這

些結果發現大眾傳播訊息依然有效果，但是並不是像「魔彈理論」所提到的這麼

強大。其實所謂的「效果」可大可小，也可能因為種類的不同而有所不同，在不

同的觀察變項下，應該要以當下的角度審視。學者們發現傳播效果應該是需要長

期影響，並且是潛移默化的，正確的使用傳播技巧的狀態下，對於「認知」的影

響有很大的效果，而不應該只侷限於行為跟態度之中（Sererin/ 羅世宏，2000，

頁 325-328）。 

 

貳、新聞小報化與感官主義 

  2001 年「壹傳媒」進入台灣，壹週刊在台灣發行之後，小報與狗仔文化就

開始影響台灣媒體與閱聽人。而所謂的「新聞小報化」，其中一部分特色指的是

「新聞媒體愈發重視另類的新聞主題」，也就是該媒體選擇的主題與傳統新聞價

值不同，例如以往常選用政治新聞、國際新聞作為頭條，但小報媒體則使用社會

新聞、生活新聞等非主流或非國家大事的新聞題材作為頭條，稱之為小報化。「感

官主義」並不是傳播研究中的新概念，早在七○年代美國地方電視新聞興起時就

引發過激烈的論戰，當時的學者通常以新聞主題來定義「感官主義」。例如亞當

斯（W. C. Adams）以新聞主題來定義「感官新聞」（涵蓋「人情趣味」以及「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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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新聞」），舉凡報導災難的、娛人的、感人的、令人震驚或好奇的新聞，均歸類

於「感官新聞」範疇（王泰俐，2004，頁 6）。在此我們也發現到，其實感官主

義的研究美國早在 30 年多前就已經開始被討論，而台灣則是在傳媒生態的改變

下讓學者們越來越重視這樣的改變。 

 

  而王泰俐（2004）也提到一套完整的電視新聞內容架構，其中需要包含雙重

的文本特性，也就是聽覺文本與視覺文本，而閱聽眾在接收訊息時也是同時接收

聽覺與視覺文本，因此兩者的關係是密不可分的。也因為這樣的模式之下，在電

視新聞媒體的影音製作模式中，記者報導的聲調、情緒無法排除於新聞報導，新

聞報導本身便是一種感官主義的表現。 

 

  現今新聞媒體會強調特定性質的新聞事件做報導，並且會以特定的「手法」

來進行播報，以感官製作形式對資訊處理的影響而言，新聞配樂、播報的干擾性

旁白、引導性字幕、音效、快慢動作、轉場效果等，都是常見的刺激閱聽感官經

驗的製作手法，確實引發較高的新聞注意力，且提高新聞辨識程度（王泰俐，

2006，頁 106）。在王泰俐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上述的方式、手法，成功的吸

引了閱聽人的注意力。 

 

  她在 2003 年 11-12 月，隨機抽樣台灣新聞頻道之晚間新聞共 61 小時，進行

內容分析，結果發現配樂、主播或記者干擾性旁白、引導性字幕、音效、快慢動

作、以及轉場效果等六種製作形式（按此順序），為台灣電視時事新聞最常運用

來營造觀眾感官經驗的製作形式（王泰俐，2006，頁 107）。 

 

  以收看電視新聞為例，電視新聞製作過程諸如剪接、鏡頭運動、配音等特

性均有可能引起閱聽人收看新聞時的指向反應。也有研究指出，電視新聞題材

的聳動性也會引發這種自動的資訊處理時的資源分配。王泰俐（2006）也提

到內容困難或是複雜的訊息，會增加解讀時的難度，因此在記憶時更為不易，當

然也就不方便再次正確的回憶內容。而指向反應則是指閱聽人接受訊息後，當閱

聽人離開那個對象或活動之後，閱聽人會自行選擇對其個人有意義的資訊做處

理。 

 

  王泰俐（2006）提出閱聽人會因為新聞的製作方式而被影響，分別是感官形

式、敘事模式與新聞排序。感官形式是指以刺激感官經驗的新聞主題或形式來刺

激閱聽人的閱聽經驗；敘事模式則是分為「資訊傳遞」以及「故事講述」兩類，

資訊傳遞強調以客觀中立的嚴謹方式報導新聞事實，不容易讓閱聽人的情緒或情

感起共鳴；故事講述則比較戲劇化，容易引起閱聽人猜測、驚嘆或是品味等涉入

性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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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泰俐（2006）提出的分析模式，對於理解新聞內容對閱聽人的事件態度

或事件認知上的影響作用很有幫助。尤其是王泰俐對於新聞「敘事模式」的影響

分析，使人相當好奇。也就是說，本研究想進一步了解，當新聞旁白以客觀中立

的平穩語調來報導新聞時，由於較不會激起閱聽人的情緒或情感，這比起另一種

採用故事講述方式來報導新聞，用較為戲劇化、容易引起閱聽人情感的方式來播

報，兩者對於閱聽人的行為、態度與認知上的影響究竟會不會有所不同？其中的

改變令人感到有趣。 

 

  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將另外兩種新聞製作方式（感官形式與新聞排序）納入

研究設計的可能性。但由於「感官形式」的新聞報導方式研究，需要進一步操弄

新聞配樂、剪接及轉場效果等等，這將會涉及更複雜的研究設計還有閱聽人資訊

處理過程。 

 

  研究者整理出王泰俐（2006）一共提出了六個研究假設、與兩個研究問題。

其中假設：以感官主義製作手法製作的新聞，較以非感官主義製作手法包裝的新

聞，更容易引發較低的新聞可信度，與較低的新聞資訊性。此外，研究也發現：

以故事講述模式報導的電視新聞，較以資訊傳遞模式報導的電視新聞，更容易引

發較低新聞可信度與較低新聞資訊性。 

   

  其中，「新聞資訊性」可定義為一則電視新聞報導所提供的資訊，被閱聽人認

為有事實訊息、且可幫助公民生活的程度。「新聞可信度」則可定義為一則電視新

聞報導被閱聽人認為值得相信的程度（王泰俐，2006）。換言之，王泰俐假設：

以感官主義方式製作的新聞，或以故事講述模式報導的新聞，閱聽人都較不相信

它的內容值得相信，也較不容易記得新聞中所提供的新聞事實細節。 

 

  然而，王泰俐（2006）的實驗結果卻出乎意料，她發現：以刺激閱聽感官經驗

的製作手法做的新聞，反而引發較高的新聞可信度，並且提高新聞資訊性的肯定。

閱聽人對於感官主義的製作形式覺得相當正面，連評價都相當好，感官製作形式

並未影響閱聽人對新聞可信度、及可觀性的評價，甚至反而提高了對新聞資訊性

的肯定，原來的研究假設並沒有受到支持。另外，以故事講述模式製作的電視新

聞，未較以資訊傳遞模式所報導的電視新聞，引發較低的新聞可信度與資訊性，

在她原來的研究假設中也沒有得到支持。 

 

  這樣的實驗結果使人感到特別，然而新聞或多或少都經過新聞工作者的加工

處理之後，才成為閱聽人所接收到的新聞。媒體在建構人類社會真實的過程中扮

演了重要的角色，媒體形塑我們腦海中對真實世界的圖像。高夫曼（Erving 

Goffman）便強調：框架是人們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人們藉

由框架整合訊息、瞭解事實，其形成與存在均無可避免（林建利，2007）。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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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者希望進一步了解，除了感官主義製作手法外，框架理論對於現代新聞

狀況也有相當的影響。 

 

參、新聞真實的建構與框架理論 

 

  以新聞範疇的定義而言，八卦新聞通常泛指性醜聞、名人八卦、人情趣味

（尤指令人吃驚的事件）、迷信神怪或犯罪衝突等題材的新聞報導。而電視媒體

八卦新聞的定義，因應電子媒體的特性，另具有三種特徵。首先是電視新聞敘

事特別著重於個人化的新聞題材，因為個人化的新聞敘事架構連結觀眾與新聞

事件，具體化新聞事件，讓觀眾容易在短時間內理解事件脈絡。其次是視覺影

像主宰新聞敘事的走向，分析式或理性的新聞敘事已經式微。最後，戲劇化的

敘事手法，例如模擬演出，似乎已經成為八卦新聞敘事的常規（王泰俐，2009，

頁 4）。 

   

  自從壹傳媒進入台灣媒體圈之後，台灣的媒體環境就開始產生變化，閱聽

眾開始對小報化的新聞感到興趣，口味也越來越吃重。除了壹傳媒自家的新聞

之外，其他新聞媒體發現其利益，也開始效仿製作八卦新聞。我們可以發現近

來的頭條幾乎都是聳動的社會新聞，但是在壹傳媒尚未進入台灣前，所謂的「頭

條」都是相當重大的新聞，例如總統的發言、政策的改變、甚至是國外的大事，

反觀現今新聞，國際新聞一周都沒有幾則，甚至還出現「30 秒看世界」（極為

濃縮報導國際新聞）的報導形式。 

 

  王泰俐（2009）也認為以電視新聞閱聽眾而言，過多偏重效果研究，很少出

現從閱聽眾本身的觀點出發，讓閱聽眾以自己的語言來詮釋電視新聞對其每日生

活的意義。尤其是 90 年代之後電視新聞日益趨向「感官主義」，其中八卦新聞的

素材雖然廣受傳播學界的批判，但是從收視率的結果來看，電視八卦新聞確實對

部分閱聽眾充滿吸引力。 

 

  王泰俐（2009）也分析了電視新聞八卦本文建構的主題與意識形態。她提出

電視新聞有建構社會真實的思想系統，但這可能是一種「虛假意識」，換句話說

並不是真正的社會真實，只是由電視新聞的視覺與聽覺為閱聽人建構起來的「真

實」，並不一定是真實的，而可能是一種「誤知」，但卻慢慢變成閱聽人所認為的

真實。 

 

  張錦華（1994）也解釋說，意識形態本來就是一種將事實「符號化」的過程，

也就是一種「架構」（Frame）。因此意識形態也是一組「結構」，或是說把「事實

符碼化的系統或語義規則」。從上面兩位學者提出的想法我們可以試想，八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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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所建構出來的「社會真實」也是一種框架，並且可能影響閱聽人的判斷。 

 

  王泰俐在 2009 年的研究中使用了文本分析，其中提出一個例子：「101 大樓

是偷拍天堂」。在該則新聞中，消息來源僅為一則未經證實的網路謠言，但是記

者敘述卻將新聞的聽覺文本和視覺文本皆包裝成無須懷疑的「真相」或「真實她

也呼應佛若虛（P. Frosh）所提出的「在攝影中的互動，給予了拍攝者地位一種

權力」的說法，認為新聞畫面是一種極為戲劇化的權力關係，讓新聞攝影的運作

除了構成社會鬥爭的場所外，也同時成為了社會控制的機制。依循這個原則，電

視八卦新聞的新聞框架，呈現一種「善／惡」、「道德／反道德」、「正義／不義」

的二元概念。她並且在文本分析時發現，記者會將新聞議題框架為善惡的二元對

立，當好人壞人的框架完成時，閱聽眾比較容易被說服接受，同時也強化了閱聽

眾對文本的順從（王泰俐，2009，頁 11-13）。 

 

  最後王泰俐（2009）的研究發現：閱聽人雖然可以批判八卦文本的產製形式

但卻受到八卦新聞的文本意識形態的支配。並發現到年輕族群的閱聽眾傾向「認

同」八卦新聞的產製形式，也就表示年輕人比較認可電視新聞用「好萊塢式」的

電影手法再現八卦新聞事件，而且這樣的形式更容易讓他們進入新聞情境，並且

與新聞事件產生個人經驗的連結。但是不同年齡或職業的閱聽眾都傾向「順從解

讀」電視八卦新聞中所再現的意識形態，也就是「眼見為憑」的迷思。 

 

  我們發現到八卦新聞對閱聽眾的影響，閱聽眾會因為新聞建立的社會真實去

改變看法，但這不一定是所謂的真實，可能僅是一種誤知，甚至是以意識形態去

建立正反的二元概念，而且這樣的真實建構（或我們也可說它是一種框架效果）

更增加了閱聽眾對文本的順從。 

 

  即使前述八卦新聞製作手法的文本分析方法，涉及較多的意識形態分析、與

閱聽人接收位置的分析。但本研究認為，八卦新聞這樣的製作手法，事實上也是

為閱聽人提供一種了解新聞的框架。在王泰俐（2009）的研究中我們就可以發現，

八卦新聞所產生的意識形態也是一種框架效果，因此框架效果的影響對閱聽眾的

接收狀況，也可能會產生改變性的效果，因此在本章中也對其他學者在框架理論

的使用上，做進一步的應用與解釋。 

 

  框架研究的先驅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著作《框架分析》中率先提

出了框架的概念，他認為過去的經驗往往是框架的來源與基礎，並且強調「框架」

是人們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依據，人們藉由框架整合訊息、了解事

實，其形成與存在均無可避免（臧國仁，1999，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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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國仁（1999）也提到，框架是社會行為者的主觀涉入，或是處理社會事件

的組織原則。框架在概念上可視為一種由具體到抽象的思考過程，或是由抽象到

具體的操作化途徑。亦認為框架有引導人們對事件歸因的功能，但不同電視新聞

的報導型態會左右閱聽眾對事件的判斷。鍾國璽（2013）認為框架為做決策時的

參考架構，會受到個人的主觀經驗、問題呈現的方式、個人或社會氛圍或期待，

或是經社會比較之後的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解釋為，框架是以過去的經驗做為基準，並且在抽象與具體之

間做轉換，最後形成的結果便是「框架」。也如王泰俐（2009）提到：新聞會引

起個人經驗作連結，並引導閱聽人順從文本影響。張敏華（2005，頁 21）也以

安特曼（R. M. Entman）提出的想法作為解釋：框架涉及了選擇（selection）與

凸顯（salience）。框架選擇出某些對真實的認知，並使他們在文本中更為凸顯，

以提供問題的定義、原因解釋、道德評估以及問題處理方式與建議。而陳宇秩

（2012）提出了改變或者重新建構「框架」，這種改變的過程或重新建構「框架」

的過程，就被稱為「框架化」（Framing）。由此可知，框架不只是個名詞，更是

一個過程，可以做為一個「動詞」。 

 

  其實框架效果的應用相當廣泛，甚至是許多經濟研究上都會有框架效果的使

用，蔡禮鴻（2009）在經濟投資的研究之中就提到，個體在面臨問題時，會使用

多種經驗式的方式和步驟來簡化問題，以使決策問題較易於計算或評價。他也說

到框架是個體對決策問題的主觀表徵，即個體認知到的決策情境。 

 

  另外陳宇秩（2012）提到，一般來說負面框架比較容易讓人產生缺點、負面

的形象，或傳達出若採取某個行動將遭受損失的訊息。該研究的實驗內容就以「正

面」與「負面」的詞彙作為實驗，結果發現不同的語句對受試者會產生不同的影

響。例如在結論時便提出，僅提單一企劃案且是創新企劃案時，最好採用「正面

屬性語詞」來陳述提案，那麼該單一創新企劃案的接受度會比較高，另外「正面

目標表述」加上「正面屬性語詞」會是被提案者最容易接受的表述方式（陳宇秩，

2012，頁 69）。 

 

  由上面學者的解釋我們可以瞭解，框架是閱聽人由過去經驗來判斷一件事

物，並且可以對一個事件的情況做資訊的整理、解釋、定義，而閱聽人重新對事

物從抽象到具體的轉換之中而了解事物，就是「框架化」的概念，框架後的結果

即為該閱聽人的主觀思想，最後不同電視新聞的報導方式也會影響閱聽人的「框

架化」過程。 

 

  林建利（2007）用框架效果分析社會認知的觀點，他提到框架是一種認知、

溝通、詮釋事物的架構，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到，框架在認知上的影響效果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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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心理學認為，外來刺激的意義，是在認知體系與刺激互動的過程中所產

生的。心理結構不但影響了刺激，也決定認知者注意那些刺激，以及賦予這些刺

激何種意義。同時，個人在進行認知活動時，必須具備先前的知識結構，加上外

界提供的資訊，才能完成認知的活動（林建利，2007，頁 21）。 

 

  上面兩位學者提出框架對會決策（態度）、認知產生影響。陳宇秩（2012）

的研究中便可以發現正負面詞彙的框架就可以影響閱聽人的決策，而林建利

（2007）也提出框架對認知活動是一種刺激。換句話說，框架對認知、態度都可

能是一種催化劑，會對閱聽人的思維或決策等產生改變。研究者也希望在研究中

可以驗證這個部分。陳宇秩（2012）的研究之中，便將自變項的「屬性框架」分

別設為「正面語詞」跟「負面語詞」，依變項則是「企業員工對企劃案類型的選

擇傾向」分為「傾向傳統企劃案」與「傾向創新企劃案」，並加入「情境類型」

作為干擾變項，分別為「正面情境」、「中性情境」與「負面情境」。他並提出研

究假設：無論在任何情境類型下，屬性框架的正面詞語會讓企業員工從傳統企劃

案與創新企劃案兩者的比較中，較傾向選擇傳統企劃案；另外一項研究假設則

是，無論在任何情境類型下，屬性框架的負面詞語會讓企業員工從傳統企劃案與

創新企劃案兩者的比較中，較傾向選擇創新企劃案。 

 

  屬性框架是指用正面或負面詞語來說明一件事物時，使資訊接受者或決策者

對事物的詮釋或決定受到影響而產生差異，這就是屬性框架。而情境則是指該狀

況的發展趨勢方向，例如正面情境即為，狀況朝正面發展的情境，負面情境意為

狀況朝負面發展的情境，而中性情境則是狀況並沒有朝正面或負面發展（陳宇秩，

2012）。 

 

  最後陳宇秩（2012）的研究結果發現，在中性情境跟負面情境之中，正面詞

語會讓員工較傾向於選擇傳統企劃案，但是在正面情境的部分並沒有達到顯著差

異。此外，中性情境的負面語詞會讓員工較傾向選擇創新企劃案，但是在正面情

境跟負面情境的部分也沒有達到顯著的差異。 

 

  得到這樣的結果，陳宇秩（2012）也做出推測，第一點是他認為實驗情境過

於複雜，第二點是受試者樣本不足。他並且也提出兩項建議，一是建議未來的研

究者可以單純的驗證框架屬性與企劃案選擇之間的關係，如此就可以簡單的了解

到屬性框架對企劃案選擇傾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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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透過以上論文中的理論分享，我們可以發現到媒體手法對閱聽人的影響甚

大，不論是電視、電台、報紙都可能使用到上述甚至更多媒體圈所常用的製作方

式、播報方式，所以也希望透過本次的媒體識讀活動、講義，希望未來大家在看

新聞、聽廣播的時候，都要再多想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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