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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與目的



電視新聞是社會大眾獲取資訊且接觸頻繁的媒體

「社會新聞」是民眾最愛收看的電視節目類型

觀察電視新聞被核處的類型，社會新聞有一定比例

動機 目的

從違法核處案例的
分析，理解違規原
因，落實製播準則

製播優質社會新聞，
共同營造美好傳播

環境



理論與方法



英國Ofcom研究電視暴力影響

理論探討 -電視暴力研究

落實「分水嶺效應」
晚上九點鐘以前，不
應該讓兒童在電視上
接觸任何暴力訊息

1. 透過電視學習攻擊
性的態度與行為

2. 觀看電視暴力節目
容易對暴力行為

麻木無感

3.增加自己可能成為
暴力受害者的恐懼

避免「拼圖效應」
每一則新聞都必須符
合節目製播準則

電視暴力相關理論

1. 社會學習理論

個體習得社會行為的主要途徑

2. 興奮轉移理論

觀看色情和暴力影片後，處於興
奮狀態，表現出較高的攻擊性

3. 涵化理論

觀看電視的時間愈長，會傾向真
實世界與電視世界是一致的



電視新聞小報化

理論探討 –小報化與感官主義

越來越大的標題 越來越多的圖案

語不驚人死不休極盡煽情血腥程度

電視新聞感官化

分割畫面資訊圖表與模擬動畫增加

新聞工作者逐漸捨棄傳統新聞專業

新聞主題偏好犯罪、意外、災難、
名人、醜聞與性

新聞文本特性 - 背景音樂與報導語調

新聞視覺特性 - 新聞字幕、畫面與
影像的生動性

新聞後製剪輯特性 - 影像重複及
剪接速度



非自採影片，
包含行車記錄
器、監視器、
電腦瀏覽器
（社群平台影
片貼文、討論
版、爆料公
社…）

理論探討 –第三方影音素材的使用

適當使用

提供現場訊息，還原事實的重要管道
目擊證據，增加現場感
豐富新聞素材的來源之一

不當使用

採用去脈絡化的敘事

偏好暴力、犯罪、災難、傷亡與奇觀的畫面

記者缺乏求證未清楚標示影片來源

與公共事務或公共利益的連結不足(低公共性)



研究方法

1.新聞影片內容分析 2.審查委員意見文本分析



8則案例分析



第一案 女大畢業生騎車遭曳引車輾斃

第1案社會新聞影片-1A 違反情節嚴重 第1案社會新聞影片-1B 違反情節普通



第一案 女大畢業生騎車遭曳引車輾斃



第五案 少女在KTV被集體霸凌



第五案 少女在KTV被集體霸凌



第八案 少年遭店家動私刑抽打腳底板



第八案 少年遭店家
私刑抽打腳底板



總結 電視新聞的製播問題

負向新聞主題
偏好驚悚、衝突

新聞角度
三器是新聞素材

主要來源

1. 違法案例包含「車禍
身亡、刺殺身亡、隨機
砍人、霸凌、幫派火拼、
私刑抽打」等負面事件

2. 新聞主題本身就含有
犯罪、血腥、殘暴、恐
怖、殺人、傷害等令人
不舒服的元素

3.新聞畫面的呈現必須格
外謹慎，避免逾越節目
分級規定、妨害兒少身
心健康或公序良俗

1. 大部分新聞內容以駭人

驚恐的作案過程，作為

整則新聞的主軸

2. 販賣恐懼與驚悚是高收

視的方式之一，但缺乏

與公共議題的連結

3. 降低新聞的重要性與公

益性；更可能因尺度拿

捏不當而違反規定。

1. 以行車記錄器、監視
器、社群平台與民眾
的自拍影片為最主要
的來源

2. 記者的採訪成了次要
的輔助角色

3. 警局、目擊民眾與當
事人家人鄰居成了記
者採訪的最便利的素
材來源



總結 電視新聞的製播問題

小報化的感官視覺處理 現場原音太多細節的旁白

1. 平均至少重播「吸睛重點畫面」2次
以上。

2. 重複播放最殘暴、血腥與驚悚的畫
面，可能有收視率，卻犠牲新聞品
質與兒少的身心健康。

3. 小報化的後製畫面，鮮豔色彩的字
卡、自繪的圖片、紅色圓圈標記影
片重點、近景與特寫鏡頭等，都是
很明顯的電視社會新聞感官化。

1. 部分案例刻意播出現場的嘲笑辱罵與
甩巴掌聲、甚至是被害人的慘叫求饒
與哀號聲，令人害怕與不安，違反普
級也妨害兒少身心健康。

2. 主播播報用詞太渲染驚恐，記者旁白
過度詳細說明暴力過程，造成閱聽人
心裡恐懼不安，妨害兒少身心健康。



製播建議



新聞主題面向 多元化新聞題材、謹慎報導負向新
聞，與公共利益或社會教育連結

不宜過多負向
題材的社會新
聞，以免增加
兒少對現實世
界的恐懼、對
犯罪暴力的無
感、甚至學習

模仿

1 2

找到與公共利
益或社會教育
觀點的聯結，
避免被認為是
為了吸引收視
而做的小報化

新聞

3

處理負向題材
的新聞角度、
視覺與聽覺表
現尺度與方式
需格外嚴謹，
不能逾越普遍
級標準及妨害
兒少身心健康



新聞報導角度 降低使用驚悚、衝突等負面情緒來
陳述社會新聞，儘可能加入關懷、

保護弱勢及專家的角度

減少使用驚悚
或衝突等挑動
情緒的觀點報
導社會新聞

1 2

建議多以關懷
或保護弱勢等
人道觀點陳述
事件內容

3

連結公共利益
或社會教育觀
點，讓新聞具
有正向意義



新聞素材來源 降低對三器新聞的倚賴，
記者需親自採訪查證

第三方影
音素材來
源當成輔
佐畫面，
是豐富新
聞內容的
來源之一

1 2 3 4 5

記者親自
採訪與查
證最重要，
也最有價

值

新聞素材
來源務必
重視新聞
的可信度
與完整性

引用社群
平台的影
音或照片，
須注意是
否侵犯隱
私或侵害
著作權

新聞畫面
清楚標示
影像來源



新聞視覺形式 不過度重複播放、不加動畫圖卡
等特效渲染

不過度重複
播出第三方
影像畫面，
2次是上限，
3次以上過度

1 2 3 4

打馬賽克或
停格無法作
為免責的藉
口，重點是
「做好做滿」

勿浪費資源
繪製動畫或
圖卡來還原
殺人行兇過
程或被傷害
的部位

慎用鮮豔大
級數的標題
字幕來強調
關鍵重點



新聞聽覺呈現 多元化新聞題材、謹慎報導負向新
聞，與公共利益或社會教育連結

慎播現場音，
不播令人不安
及恐懼的聲音，
勿讓聲音成為
暴力行為及挑
動情緒的幫凶

1 2

主播與記者的
旁白應平實，
減少主觀與強
烈語詞的播報

3

媒體不是犯罪
教科書，主播
與記者不應過
度詳實報導不
法行為的過程

或細節



結論

民眾最愛的還是電視新聞，

電視業者有責任做好新聞，

回應民眾的期待！

期待大家一起努力，

讓未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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