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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現在油電雙漲且停電新聞頻傳，導致人民開始對於電力供給的議題越發重視。在

當前的能源市場中，核能與其他電力來源如火力發電、風能和太陽能相比，各有其優劣。核

能的主要優勢在於其高效率和穩定性；相較天然氣或是煤炭的用量，核能只需利用很少的燃

料及能持續穩定地供應大量電力（王欣一，2022）。同時核能受到氣候因素影響較小，相較

之下，風能和太陽能的發電受限於天氣和日照條件，可能導致供電不穩定。

其次，核能的碳排放極低，對抗氣候變遷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與傳統火力發電形成

鮮明對比，後者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及其他污染物，是溫室效應與空氣污染的元兇。根據綠色

和平組織（2021）指出，核能可持續供電18個月，但臺灣的火力發電所使用的燃煤只可持續

36天  （李伯昱，2014）。

核能也存在一些挑戰，包括建設成本高昂、核廢料處理及安全問題等。火力發電的成

本相對較低，但其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明顯。風能和太陽能則具有可再生和環保的優勢，但目

前仍面臨儲能技術不足和土地使用問題。綜合考慮成本的支出，臺灣電力公司（2024）在核

能營運現況與績效報告中指出，核能發電成本較臺電全系統大多都較低，能降低供電成本。

英國銲接研究所（2023）定義清潔能源、潔淨能源或綠色能源是指不破壞、不危害環境及不

排放污染物的能源。根據美國能源部最新的定義，不是可再生能源的核能也將列入清潔能

源。對於現在全球暖化的世界及空氣汙染嚴重的臺灣而言，可說是極為重要的能源。

根據梁世武（2014）的對核能風險認知的研究發現，多數的人對核能的畏懼感來自於 
日本福島的核輻射事件，臺灣國土面積小而導致核廢料無處安放的問題等等，皆大大提升了

大眾對核能的不確定性。本研究希望消弭因各種原因導致對於核能的認知差異，尋求能夠說

服學生的框架。故事是一種通過將資訊轉換成易於理解的形式，藉信息的結構化去引導學習

者掌握信息或經驗的認知模式；它常被視為一種學習工具，它可以調節學習者對世界的理解

，提供支持，並為聽故事者實踐過程提供指導（莊明貞，2005）。

本研究引用英雄旅程（Hero's journey），藉由考驗串起許多文學故事裡的英雄人物。約

瑟夫‧坎伯研究數千年來的傳說、神話，旁徵博引、抽絲剝繭出12個故事歷程，包括：「現

狀、冒險開始、支援出現、啟程、試煉、危機、寶物、結果、榮歸、新人生、解答」等循環

的歷程（約瑟夫．坎伯，1949）。此戲劇架構的主軸圍繞在一個踏上冒險旅程的英雄，這個

人物會在一個決定性的危機中贏得勝利，然後得到昇華轉變或帶著戰利品歸返到原來的世界

；廣泛應用在各種故事類型和戲劇結構。

本研究想瞭解12至15歲的青少年對於核能的觀點，發現他們對核能的不確定性究竟是

什麼，並以故事架構設計客觀的說服內容，讓他們在享受故事並體驗情感起伏跌宕同時，改

變他們對於核能等清潔能源的認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1%E6%9F%93%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BD%E6%BA%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8%83%BD%E6%BA%90%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8%83%BD


二、研究目的與流程

綜合以上內容，本研究目的為探究青少年對於核能瞭解跟接受程度，同時瞭解哪些原因

讓青少年認為核能不安全，並試圖用故事進行說服，並比較事前、事後對核能的支持度是否

有顯著差異。

因此，本研究流程如下：

(一) 根據英雄旅程架構設計出說服的故事內容。

(二) 調查青少年（12-15歲）對核能是否為綠能，以及的看法並完成紀錄。

(三) 瞭解青少年時期學生對核能是否是綠能的看法，經問卷分析與統計，是否在觀看影片後

會有所改變。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臺灣地區青少年經過故事說服後，對核能是綠能的支持度之改變。

一、研究工具：

（一)英雄旅程

本研究首先根據英雄旅程設計故事，因為故事能幫助去觀者去理解世界，在感受虛構

世界的實體和概念時，讓參與敘事者建構對於外在世界的真實知識，藉故事的跌宕起伏，讓

觀者有機會去驗證這些知識的有用性。

表1、英雄故事的設計架構

步驟 階段 內容 圖示

現狀 故事的開頭 在西元XXXX年，因為小島龐大的用電，且被想吃居民

怪物入侵，所以發電場負荷過大，空氣汙染也非常嚴

重，導致停電次數非常頻繁，而且怪物越來越多，使居

民生活在不便與恐懼中。

冒險

開始

勇敢的金金和莎莎自告奮勇，決定帶著大家逃到其他

安全的小島，並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支援

出現

有人幫助他 在到第一座小島時，有一位老人告訴他們核能發電是

一個解決空汙和缺電不錯的工具，不排放廢氣，也可

以在較小的面積製造出更多電，於是他們決定前往第

二座小島。



啟程 踏出第一步 經過老人的指示，金金和莎莎已經知道如何前往第二

座小島，便立刻啟程前往尋找島上的核電廠在何處。

他們遇到撞撞和球球，他們帶領著金金和莎莎去參訪

核電廠，金金很驚奇他只要一點點的鈾，就可以有很

多電。球球得知他們的困境後，便給他們核能發電廠

的模型和一些鈾，並教他們放大的咒語:此時，有位堅

持要留在島上的人想要殺掉怪物。小火說:「我要殺掉

所有的怪物」怪物聽到後，說:「我們來去把小火和他的

夥伴殺掉」於是怪物就踏上了殺掉小火的旅途

試煉 面對最大考驗 幾分鐘後，小島的特使，帶著小島面臨危機的消息，急

忙地找到他們。他們決定帶著剛學會的技術，帶領大

家回到島上。這時，在小島上，怪物發現小火要吃吃煤

碳才能存活，而且吃完會排放很多廢氣，所以怪物把

煤炭全部丟到海裡/於是小火餓死了

危機 面對死亡 有一天/怪物遇到一位核核/病毒說/嘿小夥子/你是誰/

你吃甚麼/核核說:你管我/我是核核/我吃鈾/幾乎不排

放二氧化碳/跟你有什麼關係/怪物說/蘑菇蘑菇躲在市

場的小角落/小夥子說/我不吃蘑菇我吃鈾/我要發電/

電死你/病毒說/你不要激動/我請你吃柚子/

寶物 獲得一樣寶物

(超能力、權

力)

回去時小島已經沒有電了，所有人陷入一陣慌亂

核核看到金金和莎莎手上的核電廠模型，非常的高興

，因為他找到他的同類，只是小了點。金金和莎莎把模

型放大，於是放大後的模型和核核當場開使吃鈾發電/

然後沒有放屁/

結果 度過難關 怪物被核核的厲害嚇死了，而且透過金金和莎莎帶回

的核能發電技術和核核的幫忙，小島恢復了正常供電

的狀態，發電方式改以核能為主，全島不再身處黑暗

的停電之中。

榮歸 回到原生活 小島的人民又回到了正常通電的生活中，而金金、莎

莎和核核也成了全島的英雄。



（二）研究問卷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主要檢視本研究的說服是否能讓受測者更支持核能是綠能，同時了解受測者若

不支持核能，其對核能的看法及顧慮為何。因此，本研究制定了分有前後測的核能支持度問

卷，搭配核能相關影片，藉此了解青少年對核能是否是綠能的看法及顧慮。

研究中的說服工具之一為本研究自行製作的核能介紹影片，影片總共分為四部加入在

問卷內。受測者能在填寫問卷的「前測」後根據自己的類型觀看對應影片，再填寫「後測」

對核能的支持度，以便本研究了解影片的說服是否達到功效。影片中亦有一部為核能總介紹

影片，本研究使用英雄電影中常使用的-英雄架構（Hero's journey）以冒險故事的方式呈現核

能對地球的良好效益，開頭到結尾經過現狀、冒險開始、支援出現等十二個歷程，以最能引

起共鳴的方式提升說服度。

二、資料處理與分析：

在本研究中，主要目的是檢視本研究的說服是否能讓受測者更支持核能。為了確保研

究結果的有效性，本研究在2024年內發放了為期兩個月的問卷，總共收到155份。這些問卷

涵蓋了受測者的對核能的既定印象、政黨傾向以及基本人口學資料。

為了篩選有效樣本，本研究制定了幾項標準。首先僅納入年齡在12至15歲之間的青少

年，年齡不符合的問卷將被排除。其次，所有問卷必須完整填寫，任何漏填的問題將被視為

無效。此外，若受測者在問卷中對相同問題的回答前後不一致，該問卷也會被排除。經過篩

選後，最終符合標準的有效問卷為122份。具體而言，有30份因相對答案不符合而被排除，3

份因漏填問題而無效，另外還有30份因回答不一致而被排除。因此本研究依照篩選機制將其

刪除，以免影響分析結果，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在受測者中，男女比例為男39人、女79人，還有5人不願透露。本研究也根據五個政黨

選項（民進黨、國民黨、民眾黨、時代力量黨以及無黨籍）來了解受測者是否有特定的政黨

傾向，分析顯示政黨的確會影響人們對核能的看法。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青少年基本資料與核能支持度之敘述分析圖：

以下表1是本研究數據與相關的討論：

表1、青少年基本資料與核能支持度之敘述分析圖

1.性別 由圓餅圖可看出女性受測者

占(64.2％)、男性受測者占（

37.1％）、不願透漏占（4.1％）
，可知女性填答率較高。

2.年齡 本研究的小組成員包括兩位

八年級及一位九年級生，主

要發放範圍大致上皆為班

上、身邊較為熟識的同學。

因此由圓餅圖可看出，受測

者以13歲（38.2％）居冠；其

次為兩個人數相同的14歲（

22.8％）及15歲（22.8％），

最後才是12歲（16.3％）。

3.您是否有比較偏好哪一個政黨 由圓餅圖可看出，在偏好政

黨裡，占比最高為無黨籍（

74.6％）其次為民進黨（9.8

％）、民眾黨（8.2％）及國

民黨(7.4％)。



4.您是否支持核能是綠能?(前側) 由此圓餅圖可看出，保持中

立的受測者占比最多(43.1％)
，其次為不支持(21.3％)、支
持(16.3％)、非常不支持
(11.4)，最後才是非常支持
(8.1)。
此為是否支持核能是綠能的
前測問卷(即尚未使用影片說
服)，因此推測受測者還對核
能抱有各方面的疑慮及想法
，因此以不支持、中立為大多
數填答標準。

5.您對核能還有何想法? 由此長條圖可知，覺得核廢

料不好的青少年占比最多

(42.4%)，其次為危險(38.9%)

最後才是無(18.6%)。

此為是否支持核能是綠能的
前測問卷（即尚未使用影片說
服），因此推測受測者還對核
能抱有各方面的疑慮及想法
，因此以核廢料不好、危險為
大多數選擇標準。

6.您是否支持核能是綠能?(後測) 由此圓餅圖可看出，保持中

立的受測者占比依然最多

(48.8％)，其次為支持(30.9

％)、非常支持(9.8％)、不支

持(7.3％)及非常不支持(3.3

％)。

此為是否支持核能是綠能的
後測問卷(即已使用影片說
服)，支持占比總計(40.7％)較
前測總計(24.4％)增加16.3％
；不支持占比總計(10.6％)較
前測總計(32.7％)減少22.1
％。由此可看出說服效益相
當顯著。

二、青少年核能支持度之成對樣本檢定結果分析

為了比較青少年對核能支持度的在影片前後是否顯著的改變。本研究使用成對樣本 t 檢
定，此檢定主要比較同一個人最一開始的原始事情看法，在措施介入後，想法是否有改變。以

下是跑完SPSS彙整的表格：



本研究的支持度滿分為五分，成對樣本於前測得到的平均值是2.92，後側的分數是3.36
明顯有數值上的提高。另外此數據為同一樣本前後測的結果，相關性為0.753，顯示為相同群

體檢測知結果。

表3、成對樣本統計量報表：統計量、相關性

平均值 樣本數 標準差 標準差平均值

前測 2.92 122 1.065 .096

後側 3.36 122 .873 .079

配對 前測與後側 樣本數 相關性 顯著性

122 .753 .000

本研究進行這份問卷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改變受測者的想法，讓他們真正了解核能。本

研究使用了SPSS 26版的相依（成對）樣本 t 檢定來分析數據。從報表中可以看出，兩個樣本的

平均數分別為2.92和3.36，兩個樣本的相關性高達 r=0.753（p=0.000）。成對樣本檢定的結果

是 t(122)= -2.31，p=0.001，顯示結果達到顯著水準，也就是說 p<0.05，這意味著122位學生的

兩次測驗結果有顯著差異。從平均數來看，後測的結果（3.36）比前測的結果（2.92）有所提升，

顯示測驗結果有進步的趨勢。

表4、成對樣本顯著性報表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平均值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t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下限 上限

-.443 .705 .064 -.569 -.316 -6.937 121 .000

三、結論

經過本研究將問卷統計分析後，可得知使用英雄架構所做成的故事說服受測者是有效

的。本研究將受測者分為三個類別，並給予相對應的說服影片，從結果可看出最多人對於核能

的顧慮主要來自「核廢料處理問題」與「核能危險性高」兩個層面，梁世武（2014）在報告中提到

：2011年日本福島核能事故後，台灣反核聲浪高漲，2013 年政府宣佈不排斥以公投解決核四

爭議，許多媒體也公布相關民調，引起許多討論，這很可能也是受測者對於核能顧慮的主要依

據。根據梁世武（2014）報告所述，若要說服民眾支持使用核電，首先被應提升民眾對核電安

全的信心。

因此後續若要持續進行研究，可依據核能安全性為主要切入點以增加說服成功率，同

時讓大眾了解核能的制定與運作，應設計與開放各種制度性溝通與參與的管道，讓不同的利

害相關人能夠充分地參與核能發電相關政策的討論與決策過程，才有助於化解長久以來的能

源爭議（張鐙文、黃東益、李仲彬，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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