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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高一第一冊我們上到了媒體識讀，在老師舉的案例中我們發現，人們有時候會

被媒體牽著走，電視開始有了第四台以後，新聞台從一兩個頻道轉為許多不同的公司

經營，而從以前固定的時間報導新聞轉為二十四小時，雖然增加了多元性，但比以往

更長的播出時段，以致於各家媒體搶獨家的、未經證實的資訊就刊登的情況也越來越

嚴重，，媒體重複報導同樣的內容，以及為了增加收視率便用了許多誇大不實的標題

吸引民眾的注意力，卻忽略了國際間更具教育意義的新聞，因此我們決定研究媒體為

何會不再那麼讓人信任，以及我們這些接收資訊的人對媒體的看法以及對新聞的識讀

能力。 

 

二、研究方法 

 

   利用公民課本所提供的內容，進一步去圖書館尋找關於媒體識讀的相關資訊，以

及網路資源去舉例一些例子，再利用ｇｏｏｇｌｅ表單製作問卷，我們收集了１１１

則有效回覆，分析這１１１份問卷，了解社會大眾對媒體識讀的能力和對媒體亂象的

看法。 

 

三、研究目的 

 

(一)台灣媒體的報導立場對民眾的影響  

(二)資訊普及化後媒體濫用和亂象 

(三) 民眾對媒體報導內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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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何謂媒體識讀 

   

     「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是指個人接觸各種媒體訊息時，能夠獨立審視與批 

判思考的組合」(註一)有些媒體可能不具有完全的公正性，會加入自己主觀的想法，

甚至有政治色彩，站在對自己有利的角度報導，許多媒體所報導的內容已經不能完全

相信了，人民必須具備媒體識讀的能力，才不會被盲目的誤導。 

 

二、總白癡化 

 

    「總白癡化是指媒體報導一些無謂、瑣碎的訊息，藉此吸引夠多閱聽人的目光和

興趣。」(註二)在這個資訊爆炸、經濟成長的時代下，娛樂的版面勝過於多元思考，

例如政論節目中常常看到意見不合就起衝突、謾罵，看到這些畫面的時候，這還是政

論節目嗎？現在，這些畫面甚至淪為常態，而民眾看戲的成分大於思考議題，這些議

題無法讓閱聽人獲得有價值的資訊。   

  

三、台灣媒體亂象 

 

     媒體報導持續、過度報導同樣事件，例如：殺人、偷竊等，為了吸引社會大眾的

目光，把殺人細節等巨細靡遺的報導，造成他人萌生模仿念頭，對社會產生再次傷

害。(註三) 

 

案例一、鄭捷殺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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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五月，鄭捷在台北捷運車廂中犯下隨機殺人案。此後，引發模仿效應，包

括郭彥君中山站砍人案、三峽隨機砍人，對社會秩序造成危害。(註四) 

 

    當一地發生重大災難或案件時，媒體會重複報導相同新聞，甚至每一台、每小時

都在報導同一事件。為了搶到獨家新聞，有的記者還會闖入救災現場，以致於還要派

出多餘警力來管制，嚴重影響救援進度 。或者是不斷跑到醫院去採訪當事人或其家

屬，並且持續播放他們痛哭的畫面，完全沒有考量到他人感受。又或是為了得到高收

視率，播報未獲查證的事件，傳達錯誤的訊息給閱聽人。 

 

案例二、台南地震 維冠大樓   

 

    民國 105 年二月六日，美濃地震發生後，位於永大路上的維冠大樓倒塌，不少記

者湧入現場，即使當地已經呈現混亂狀況，記者仍繼續拍攝新聞。甚至在成大醫院外

面也停了幾輛採訪車。而建築倒塌後所露出的沙拉油桶與保麗龍，有媒體直接斷定這

就是傾倒的主要原因，並懷疑建商偷工減料。而不久後，就有建築專家出面解釋，如

果沙拉油桶是用在裝飾柱裡，在建築界就是普遍的現象。(註五)(註六) 

   

    媒體為了迎合大眾的喜好，對於欲報導的新聞題材，也會有所取捨。究竟是想看

的新聞比較重要，還是應該看的?媒體有權製作任何新聞，但要看什麼的決定權掌握在

我們自己。(註七)     

 

四、探討隱私 

 

     台灣的電視台自解嚴後逐漸增多，從原本的「老三台」——台視、中視、華視

到現在的民視、三立、TVBS......等等，也因為電視台不斷的加多，使得各家媒體爲了

鞏固自家地位而不顧他人的隱私只為了搶獨家新聞，監視、跟蹤甚至竊聽似乎已逐漸

成為常態，不禁讓人反思媒體獲取高收視率的方法是否真的只能靠挖別人的隱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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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神通集團苗華斌與名模孫正華遭蘋果日報記者兩度跟拍，隱私權蕩然無存，苗

華斌因為不滿整日被狗仔偷拍，甚至委託律師發信件勸戒狗仔不要再跟拍。(註八) 

 

案例二、 

 

  藝人陳冠希因艷照門事件重創演藝事業，在北京三里屯的活動結束後，驅車另覓

靜謐場所，下車後不久發現自己遭狗仔跟拍，不僅找來友人「反跟拍」，甚至還對該

兩名狗仔嗆聲。(註九) 

 

案例三、 

 

     2016 年 2 月 3 日台灣女星「Selina」任家萱與相識九年的「阿中」張承中正式宣

布離婚，震驚各界，會讓大家這麼驚訝的原因莫過於先前 Selina 因拍戲燒傷的期間，

男方當時的不離不棄與照顧，那時建立的革命情感不及一張離婚證書。而男方在臉書

上的全文中提到：為了避免謠傳、驚爆、猜測，不如大方承認。只是對於一個如此知

名的人物，「離婚」這件本是兩人之間的事變成媒體互相角逐的頭條新聞，往後更是

接連爆出男方婚後偷吃的醜聞。(註十) 

  

     或許媒體播報的娛樂新聞真的能飆出高收視率，然而只為了收視率而未經仔細

求證的新聞內容未必為真，且不該是以別人的隱私為根本，即使是出現在螢光幕前的

公眾人物，他們也希望能擁有私人的空間，不希望自己的私生活袒露在陽光下。求證

過且適度的媒體報導不僅能使公眾人物保有他們的隱私，也能提升自家媒體對於閱聽

人的公信力。 

 

五、大眾傳播媒體之言論自由與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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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論自由是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每個人都有權利在任何場合發表自己的

意見，儘管如此，也要考慮自己所說的話是否合時宜、是否有可信度，以及會不會傷

害到別人，尤其是將資訊提供給公民的大眾傳播媒體，媒體是具有監督功能的第四

權，重要性且影響力極大，更應該謹言慎行，若我們只看到媒體所傳遞的以偏概全的

訊息，而不懂得反思的話，很有可能會隨風起舞，傷害到社會以及其他人。 

 

     英國十七世紀大詩人米爾敦說：「真理因自由和公開的辯論而顯著。」他認為

真理會越辯越明。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孔子主張約束自己的言論，認為能

以道德自我約束的人，就很少會患過失。隨意講話的人容易失信，也容易犯錯。(註十

一) 

   

六、問卷調查結果 

 

  （一）所調查者的年齡分佈與觀看新聞之頻率 

      

圖一、參與問卷調查者的年齡分佈                圖二、收看新聞的頻率高低                                                                                                                   

來源：問卷調查統計 

   

  由圖二可知，一半以上的民眾收看新聞的頻率是較高、較頻繁的。 

  

  （二）對於台灣媒體的看法 

                                                     

                                        （表一)接受問卷調查者對台灣媒體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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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   

     （     1         ~       5    ） 

 非常不同

意 

      （1） 

   不同意 

    （2） 

    普通 

   （3） 

    同意 

   （4） 

非常同意 

   （5） 

認同台灣媒體對於社會具

有正面的助益                  

      21.6%     37.8%     36%     0.9%    3.6% 

媒體不會因追求商業利益

而忽略其公共傳播的角色 

      33.3%     26.1%    19.8%   12.6%    8.1% 

媒體亂象是為了搶收視率

造成的 

      3.6%      0.9%     9.9%   27.9%   57.7% 

媒體亂象是被新聞高層和

財團所控制 

      2.7%      4.5%    24.3%   36.9%   31.5% 

媒體亂象是被政黨意識型

態影響 

      4.5%     3.6%    22.5%     45%   24.3% 

媒體亂象是因媒體的個人

立場所影響 

      4.5%       9%    46.8%   20.7%   18.9% 

媒體在報導新聞時會侵犯

他人隱私 

      2.7%     4.5%     8.1%   42.3%   42.3% 

                                                                                                                              來源：問卷調查統

計 

   

由以上表格可以觀察到，大部分接受問卷調查者的看法大致相近，且都趨於負面。 

 

  （三）藉由時事新聞探討民眾是否會因媒體報導而改變對事情的看法 

                                                    

                                       （表二）民眾因新聞報導所產生的觀感變化 

                                           

 

                                     極度負面～極度正面 

                                  （      1         ~       5     ） 

極

度    

負

面 

 1 

 

 負   

面 

  2 

 

 普    

通 

  3 

 

 正 

 面 

  4 

  極 

  度 

  正    

面 

   5 

2008 年，MP 魔幻力量改編了五月天的《私奔到月

球》，被相信音樂看中，簽下當藝人，一出道的歌曲

《我是誰》就頗具知名度。 

（資料來源：yam 蕃薯藤新聞 2013 年 2 月 27 日） 

 

1.9 

 % 

 

4.6 

 % 

 

38.9 

  % 

 

31.5 

  %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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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六月，主唱嘎嘎捲入劈腿風波，與安心亞自拍

親密影片曝光。對於此事，嘎嘎說：「這我的錯，對

不起，這牽扯很多人，不希望有人受到傷害。」 

（資料來源：yahoo 奇摩新聞 2015 年 6 月 13 日） 

 

11.9  

% 

 

33.9  

% 

 

  33 

  % 

 

15.6 

  % 

 

 5.5 

  % 

七個月後，嘎嘎被爆出與 Populady 寶兒在巷內擁吻，

又伸手掀起對方上衣，遭相信音樂退團處分，親手了

斷自己的演藝之路。這讓他對前女友們的道歉啟事以

及不碰女色的承諾瞬間破滅。（資料來源：聯合影音

2016 年 1 月 6 日） 

 

37.3  

% 

 

34.5 

% 

 

18.2 

  % 

 

 6.4 

  % 

 

 3.6 

  % 

鼓手阿翔 2016 年 2 月 13 日在官方臉書發表退團聲明，

理由是「個人生涯規劃」，相信音樂對此僅表示阿翔

已說明退團，而昨媒體爆出阿翔退團的真正原因是對

女友陳艾琳不忠，在籌備婚禮時與他人發生性行為。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2016 年 2 月 17 日） 

 

43.2  

% 

 

22.5  

%  

 

  27 

  % 

 

 4.5 

  % 

 

 2.7 

  % 

                                                                                                                  來源：問卷調查

統計 

   

  由表二可以發現，在 2008 年魔幻力量剛出道時，媒體大肆報導他們的正向新聞，因

而得到眾多好評和熱烈迴響，使大眾對他們的觀感是呈現良好的。到了 2015 年，嘎嘎

被爆出花邊新聞，而媒體長時間的持續播報，讓民眾對他的好感度下滑，接近一半的

大眾對他的感受是不佳的。七個月後，嘎嘎又惹出了寶兒的掀衣事件，原本已經蕩然

無存的名聲，經過媒體過度渲染後，更是每況愈下，此時已有七成民眾的觀感轉變為

負面。不久後，團員阿翔又發生劈腿陳艾琳的事件，看法呈現極度負面的人數又增加

了。由上述可以得到結論，新聞可以間接影響大眾的認知，媒體報導什麼，觀眾就吸

收了什麼，無論事情是否屬實，我們常犯的錯誤就是一味的去相信，缺乏思考邏輯的

能力。在網路如此發達的現代，唯有能夠自主判斷是非、不隨波逐流，才能扮演好一

個閱聽人的角色。 

 

參●結論 

       在這篇小論文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台灣媒體越來越不注重隱私問題，為了搶收視率

而造成媒體亂象，許多記者在撰寫報導時，也經常會加入許多主觀的看法及想法，使

得整篇報導的真實性有待查證。許多腥羶色的新聞不但對社會沒有正面助益，反而可

能因長期聲光效果的渲染之下造成其他人不當的模仿，使得社會越來越病態。相信大

家也希望媒體可以更好，所以我們藉由問卷調查民眾對於大眾媒體的看法，同時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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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可以改善媒體重複報導的疲勞轟炸，並且讓自己更了解在科技化的時代，面對如此

多各式各樣的資訊，要如何才能不被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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