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藏⽞玄機

分享⼈人：管中祥

成⽴立近7年紀錄將近2,000則
台灣社會運動影⾳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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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媒體識讀／素養／公民教育？

} 「媒體素養／識讀／公民教育」有
別於過去培養媒體從業人員的媒體
專業教育，教育對象的主體的全體
公民，教育目標的主軸在於培養全
民具備思辨與產製資訊，能成為形
塑國家與社區文化品味的媒體公
民。 



什麼是媒體素養教育？

} 媒體識讀教育在國外行之多年，BBC成立沒有多
久，就開始播出與媒體教育有關的節目與課程，
而法國、日本、美國、澳洲、西班牙、菲律賓、
香港、加拿大也從1960年代開始進行。 

} 我國教育部也於民國91年完成「媒體素養教育政
策白皮書」，為亞洲第一個官方制定媒體素養白
皮書的國家。 
 

媒體識讀／素養／公⺠民教育

} 了解傳播的基本概念及閱聽人和媒體的關係 
} 辨識媒體的訊息真假 
} 了解媒體的再現與隱藏價值 
} 了解媒體的產製結構與過程 
} 落實傳播公民權，轉換閱聽人與媒體的關係

} 什麼是選擇組合?

新聞的製作像作菜

買菜 煮菜

記者 編輯

選擇 組合

}了解文本背後所隱藏的價值

} Hall指出，媒體為我們建構了種族的定義 、種族意
象的意涵，並告知我們如何看待「種族問題」。 

} 進一步來看，此種錯誤的形象呈現，不僅影響我們
對特定社群的理解，並且反應與複製了既有的社會
價值。



} 媒體「再現」，觸及到各個成員在社會文化裡如何
被對待的問題，亦即，各個成員在社會中如何被歸
類、被命名、被定義乃至被規約的問題，而這個問
題又涉及到全社會各個成員之間的權力、支配。

}我們再看看媒體裡的弱勢圖像

1.可怕的
} 將對方視為帶有危險性、威脅感，並且破壞既

有的社會秩序。例如， 
} 移工＝素質低、搶本地人工作 
} 移民＝假結婚真賣淫； 
} 精神障礙＝不定時炸彈； 
} 同志＝愛滋病

2. 可憐的

} 憐憫式的再現背後隱藏著社群間政治、經濟、文化
權利間的不平等，表面上激發了人道主義，但卻把
弱勢議題「個案化」、「弱勢化」，忽略了結構性
問題。 

} 例如：一碗麵的故事、受虐的外籍「新娘」

3.可笑的 
} 揶愉的再現意味著社群間的偏見、輕蔑、不信任，

或不平等的關係，此類再 
} 例如：台灣「苟」語、「的啦」

4.異國⾵風情

} 對於異群體經常出現奇異、神秘、迷信，甚至帶有
敵意的呈現方式，此類再現在旅遊節目中較常看見。

} 例如：原住民的豐年祭、同志團體遊行



5.命名

} 為了強化他者的差異性，還會另外輔以「命名」
（naming）的策略，不僅將已經歸為他者的群體進
一步污名化（stigmatized），更有助刻板印象化的
強化。

} 對事件或團體標籤化，以偏概全 （草莓族、暴民）

} 同一事實以不同字眼描述，產生不同意義（叛軍
與反抗軍、恐怖份子與自由鬥士、白米炸彈客與
農民英雄）。 

} Cottle曾分析電視新聞報導，他發現媒體超
喜歡用「暴亂」（riot）形容社會的動盪。他
指出「暴亂」是將事件定位於「法律」問題，
是破壞現有秩序，但若使用「官逼民反」或
「起義」卻是進入另一種社會脈絡。

6.強調特定的身分與特徵

} 弱勢者不是自主再現的主體，而是被定義、被命名
的客體，有時也是消失於社會的群體！

討論⼀一下

}你有什麼樣的偏⾒見？ 
}偏⾒見從那裡來？ 
}如何⾯面對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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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祥的聯絡方式 
     電郵：benlakuang@gmail.com 
     部落格：http://benlakuang.blogspot.com/ 

     Twitter/Plurk：@benla  

     Facebook/新浪微博/Google+：管中祥 
     



洪成昌

創意，讓點⼦子冒泡泡

講員介紹

導演

影視作品上百部，作品⾵風格多元，包含：

電影、微電影、紀錄⽚片、廣告、企業形象

作者

回應神的呼召：讀神學院 帶職傳道⼈人：臺灣浸信會神學院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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