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媒體教育第一線，公視竭誠為您服務 

 
有人戲稱，媒體是地下教育部長，也是生活的導師。依現今兒童、青少年與

媒體接觸的頻繁率而言，前述說法自有所本。許多先進國家，早已將『媒體教育』

納入國小學校正規的課程之中，內容包括認識新聞、廣告、影像符號、媒介組織

等等。之所以有此作法，是體認到『媒體』對現代兒童認知發展及價值判斷的影

響力，其中電視、網際網路裡的資訊，甚至威脅、動搖到學校正規教育的地位和

重要性，極可能成為最具影響力之『教育體制』。 
  

媒體教育的意義，與其說是給孩子評判『是非對錯』的度量衡，不如說是教

導孩子接觸媒體之道，亦即本手冊所揭示『媒體素養教育』的積極意涵──培養

兒童青少年有能力去利用、分析、評估各種媒介訊息，並達到溝通思想和表達情

感的目的，進而成為具敏銳觀察力與思辨力的未來公民。 
  

公共電視基於公共性及教育性的使命，除製作具正向價值的節目外，亦不斷

嘗試各種節目及方法，以協助提升觀眾認識媒體、運用媒體進而判斷媒體的能

力。製播了兩年的『別小看我』為兒童青少年解開媒體的迷思，『少年哈週刊』

為兒童解讀新聞報導的訊息，『大家來開講』提供觀眾在媒體公共近用的園地，

此外，還設計諸多節目配套的輔助教材，協助觀眾善用媒體資源。 
  

政大吳翠珍教授是一位既具『兒童與媒介』專業研究背景，又深具媒體教育

使命感的學者，由吳教授主編之本教材，不僅在內容上有精闢的概念鋪陳，還有

豐富而實用的教學活動設計，實為一本『寶藏級』的教學指南，也是家庭不可或

缺的媒體環保手冊。 
  

在此，本人要感謝內政部兒童局、教育部國教司協助本會推廣『別小看我』

與媒體素養教育，並衷心期盼社會上有識之士、教師與家長運用本手冊和節目光

碟，搭配相關的學習計畫與親子活動，與學生激盪出更多多元的媒體主張，讓每

位學生均能成為具備媒體素養的公民。 
  
              公視董事長  吳豐山 

 
 
 
 



關於本書--- 

媒體素養教育全民動起來！ 

政大傳播學院媒體素養研究室承辦『媒體教育政策白皮書』的規劃工作。由

十位來自教育、傳播學界、現場教師、高中校長、媒體專業的委員共同完成草案，

並舉行全省 4 場的政策公聽會後加以修正。教育部於 2002 年 10 月 24 日正式公

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 

 

很遺憾的，這個即將納入正規與終身教育的重大教育思潮與內涵，在當天電

子媒體全都漏掉這項重要政策，而隔天的報紙雖有若干篇幅報導了這個議題。但

是或許囿於版面，使得媒體只在意媒體素養教育政策中的「媒體」二字，對於「教

育」少有著墨，許多媒體教育的設計機制和政策規劃，並未在媒體上充分報導與

討論。但至今許多社會大眾與教師仍不知何謂媒體素養教育，因此在許多場合

裡，我聽到了一些疑問，從媒體素養是什麼?教什麼?為什麼要教如何看電視?不

看不是更好嗎?到誰來教?用什麼時間/課程來上?等等的問號。許多教育現場的教

師和關心學生的家長們，對媒體教育的內涵與教學充滿疑惑。首先要闡明的概念

是，媒體教育既不是教導學生或大眾熟背『如何看電視的守則』，也不是教大家

『如何撻伐媒體』。 

 
教育與媒體已經成為影響人類生活的兩大社會動力，一般學校教育有階段性

與系統性，而媒體在每個人的生命裡，則是從搖籃到墳墓的終生伴侶，媒體素養

的重要性已無庸置疑，而且應該納入學校教育的一環。我們認為父母與教師掌握

處處存在的關鍵時刻，教導學生如何正確地解讀媒介訊息，使學生具備思辨的能

力，並時時省思、質疑，以更多元判斷的角度，慎辨媒體與自己的關係，而這也

是現代公民應該具備的能力與態度。 

 

過去十年，台灣的媒體教育活動活絡了起來，然而許多媒體教育活動過於強

調檢視媒體表現，導致忽略了從個人層次和次級團體/次級文化中的媒體經驗與

實踐中去為個人與社群媒體素養意義定位。因為，媒體教育並非為僅僅是關於媒

體與個人之間的消費關係與媒體的內面隱藏著政治與商業的結構問題，媒體教育

更重要的任務是重視如何從生活與社區中實踐傳播公民權。對從事媒體教育的教



學者或父母而言，我們必須不斷思索下列問題： 

1、學習者對於媒體已經知道什麼？ 

2、學生帶進教室的媒體經驗為何？ 

3、我們要提供什麼樣的知識與學生既有的經驗與知識連結？ 

4、媒體教育的內涵與知識對於學生構成什麼意義？ 

 

媒體素養教育的學習設計有個樂觀的假設，那就是，媒體教育可以在每個領

域、每個議題都加以涵蓋與整合；每個老師都可以教，每個年級也隨「機」可學

（機會，teachable moments）。這個假設建立在老師對領域有高度掌握能力與對

傳播議題有尖銳的敏感度，經過研習，配合教材編撰與相關資訊平台的建制，人

人都有能力在所教的科目內融入媒體教育。在教學現場上，媒體教育鼓勵所有師

生與親子，從不具道德批判的學習經驗中，澄清某些我們不知而行的價值，瞭解

自己的媒體行為如何影響個人的資訊擷取、應用與判斷。 

 

基於此，『媒體素養行動派--別小看我 九年一貫互動教學手冊』的教學主題

與活動設計，不但吸取國內外媒體素養教育的成功經驗，還特別邀請 8 位優秀的

國中小教師，將媒體素養的教育內涵融入九年一貫的七大領域和六大議題中，統

整適合的領域和議題，規劃出實用且突破過去『免疫取向、由上而下』的教學過

程，強調貼近學生個體與社區的文化經驗，重視學生與教師平等對話與教學過程

的設計。 

 

如何使用本手冊 

這是全國第一套集結現場教師、媒體專業和傳播教育學者的力量所編著的媒

體素養教育行動手冊。目的在提供教師一套實施媒體素養教育的多媒體工具箱。

除了知識的彙整外，強調『做中學』的理念，從近身的生活實踐中，反思與澄清

媒體與個人、家庭與社區的關係。本手冊編撰包含基本知識與教學活動，共有四

大主題： 

一、『媒體素養教什麼？怎麼教？』：闡析媒體素養教育的內涵與教學教

法。 

二、『新聞與資訊---社會代言人』：認識新聞與資訊的建構過程與守門行



為，以及拆解媒體訊息與學習訊息查證等方法等教學活動。 

三、『廣告與消費---商業媒體的運作邏輯』：剖析廣告與媒體工業的關係，

廣告的說服技法，與教師隨堂運用的偵測意圖廣告與反行銷的教學活

動。 

四、『媒體中的刻板印象--哈哈鏡的世界』：解構媒體呈現的各種刻板印

象，並搭配反思媒體訊息對個人的性別與族群刻板印象影響等教學活

動。 

 

本手冊適用的教學對象是針對九年一貫的學生所設計，各教學主題與活動詳

列適合年級、教學時數、結合領域和相關的能力指標，各教案中也提供教學目標、

教學準備、導入活動、發展活動和綜合活動，以及教學評量等資料。各單元的教

案與學習單，教師可單獨使用或安排連續的課堂教學。教師在閱讀教學主題的背

景資料後，運用教材中所設計的教學模組，更可自行調整教材以配合個別教學現

場的教學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本教材剪輯公視『別小看我』的精彩片段製成 4 集互動教學

光碟，做為教師課堂中所使用的視聽教材與實驗內容。教師隨手可運用，無須費

神去尋找與側錄節目片段，相當便利。另外本手冊附錄中，也提供補充的教學資

源，包括教學光碟簡介、世界各國媒體素養教育網站等資料，提供有志從事媒體

素養教育教師進修之用。 

 

此次參與手冊編撰的各位老師、編輯群與公共電視別小看我的製作群，是這

本互動多媒體教學手冊能問世的推手與高手。這是一次媒體教育推動的良好示

範，從教師、傳播教育學者和媒體專業的合作，誠如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所

言「健康的媒體社區」是奠基於全民的媒體素養的建立與提升。期盼老師、家長

和關心社會發展的公民能更瞭解推動媒體素養教育的理念與行動意涵，並加入媒

體教育的行列，使媒體素養教育從草根動起來，開花結果指日可待。 

 

                            政大廣電系副教授暨 

                                      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召集人 

                                               吳翠珍 



手冊編著人員 

（依撰寫章節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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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葉棻 台北縣永定國小藝術人文教師  教案撰寫單元：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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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九年一貫能力指標一覽表 

相關的九年一貫領域能力指標 教材 

單元 

名稱 

自然與

生活 
科技 

健康與

體育 
語文（國

語文） 
社會 綜合 

活動 
重大 
議題 

藝術與

人文 
生活 
課程 

品牌 

追追追 

 7-1-2 
7-1-3 

 7-2-1 
7-3-2 

 家政 
3-1-4 
3-3-5 
3-4-3 

  

魅力 

無可檔 

 2-1-3 
2-1-4 

 7-3-2  家政 
1-1-2 
1-3-4 
3-1-4 
3-3-5 

 7-3-1 

吹牛 

大王 

8-3-2 
1-2-4 
1-3-1 
6-3-1 

    家政 
3-1-4 
3-3-5 
3-4-4 

4-2-7  

拆解

SNG 

1-2-5-2 
1-2-5-3 
2-2-6-1 
2-4-8-6 
6-3-1-1 

       

新聞 

畫面 

知多少 

1-2-5-2 
1-2-5-3 
2-2-6-1 
2-4-8-6 
5-2-1-1 

    人權 
1-2-1 
1-2-3 
1-2-4 
1-3-1 

  

搶救 

新聞 

大作戰 

1-2-5-2 
1-2-5-3 
1-3-1-2 
1-3-4-1 
1-3-4-2 
5-2-1-1 

       



6-2-3-2 

謠言 

追追追 

1-2-5-3 
5-2-1-1 
6-2-3-2 

 B-2-2-10 
C-2-1-1 

  資訊 
1-2-2 
4-2-2 

  

身體 

迷思 

 1-2-5 
6-2-1 
6-2-5 

C-2-1-1 
C-2-2-2 
C-2-3-4 

5-3-1 
4-2-1 

1-2-1 
1-2-3 
1-3-1 
國中 
4-4-1 

兩性 
1-2-5 
2-3-9 

  

性別 

大考驗 

1-2-5-2 
1-3-5-5 

1-2-5 
1-3-3 
6-3-4 

C-2-1-1 
C-2-2-2 
C-2-3-4 

4-2-1 
5-3-1 
5-3-3 

1-2-3 
1-3-1 
國中 
1-4-1 

兩性 
1-3-3 
2-3-9 
3-2-3 

  

族群 

大觀園 

  C-2-1-1 
C-2-2-2 
C-2-3-4 

6-2-4 
9-1-2 

 

1-3-2 
3-3-4 
國中 
1-4-3 

環境 
3-2-3 
兩性 
1-2-4 
3-4-7 
人權 
1-3-4 
家政 
3-3-1 

3-1-4 
3-2-4 
3-4-1 

 

 

 

 

 

 

 

 

 

 

 

 

 



媒體素養教育是什麼？怎麼教？ 
 

一般社會大眾對於看電視及使用媒體的行為仍抱持著較為輕鬆以對的

態度，對所謂的「媒體素養教育」亦十分陌生。事實上，正如同人們在傳

統教育中接受大量文字、語言之聽說讀寫的訓練般，使用媒體也需要學

習。我們每天所接觸的媒體，是一個蘊含有豐富意義與多元訊息的潘朵拉

之盒，不經過一番學習與教育，人們很容易便被五光十色、充滿扭曲的媒

體訊息所惑而不自知。媒體教育的目的在於藉由了解與分析電視、廣播或

網路等各種媒體的運作與操作，學會如何『看』、『聽』並『思考』媒體所

傳達的訊息，以及可能對我們每個人與我們所處的社區有什麼影響。   

  

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 

全台灣約有 120 萬 3-6 歲的幼童，200 萬的小學生，100 萬的國中生與

80 萬的高中職生，這些未來社會的準公民，每年每人花在媒體上的時間超

過 1000 小時，超過他們在學校的時間，更是遠遠多於他們與父母、兄弟

姊妹、親人及老師相處的時間。如果人的平均壽命是 70 歲的話，終其一

生，將有 9 年的光陰，是日以繼夜地在電視機(以及電腦)螢幕前度過，他

們的電視生涯大約是這樣的： 

 

1. 國小兒童從放學至晚上 10:00，家庭平均的開機時間約為 3 小時 20 分；

家庭全日開機時間大約是 6-7 小時。 

2. 兒童平均每天看電視約 2 個小時，週末常常高達 5 小時。 

3. 除了上學、睡覺外，兒童平均每天的活動時間大約是 6 小時 26 分。 

4. 看電視佔兒童每天除了上學、睡覺外可以活動時間的 38%左右。 

5. 兒童在看電視的過程中，約有 3 成 5 的收視決定權(決定開機或轉台)。 

 

然而，大量看電視的結果讓兒童們「久視成良人」了嗎？那絕對是未

必。研究資料顯示，大量曝露在電視機前面的孩子，對電視的虛幻世界不

但沒有較好的辨識與批判能力，相反地，對於節目中不合情理的發展或超



越經驗世界的呈現，更能加以合理化地接受，缺乏主動的想像與創造能

力。如同許多成人看電視的動機一樣，對一部分的小觀眾而言，看電視可

以逃避實際生活的壓力，暫時終止焦慮。但研究指出，長期如此，兒童反

而對生活週遭的環境缺乏安全感，對人際關係也較不信任。究其根本，可

能是電視世界裡的衝突，通常在一定時間內，以極不合理的方式獲得解

決，與實際生活所必須承擔的後果及解決問題所必須付出的努力差距太

大，無法跨越。無數的研究也發現，經常接觸暴力電視節目的孩子，會較

常呈現出急躁、不安，並有口語或肢體上的攻擊性行為。 

 

必須進一步拆解的是，媒體的內容往往不是反映真實，也無法客觀的

轉述，事實上，媒體內容是經過選擇、建構的過程而產生的。一般而言，

媒體在呈現資訊時有五項重要，但一般人卻習焉不察的本質： 

 

1. 媒體的資訊並不全然真實地反應世界。 

2. 媒體訊息都經過複雜的篩選、包裝、選擇與組合。 

3. 訊息的呈現，可能受到包括訊息產製者與編輯者、媒體部門與組織負

責人，甚或政府、政黨或財團運作的影響。 

4. 媒體的傳播科技特質，塑造了媒體的表現形式或內涵。 

5. 閱聽人(接收資訊的觀眾或是讀者)是媒體工業運作下所產生的市場商

品，是廣告商銷售商品的目標對象。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發現，在媒體資訊形成過程中，有太多被操縱的可

能；因此，當務之急就是培養每一個人成為耳聰目明的觀眾或讀者，必須

對媒體有深入了解，使我們不再消極地閱讀和接收媒體資訊，更可積極『解

毒』與『解讀』媒體，成為具有媒體素養的閱聽人。 

  

媒體教育教什麼？ 

媒體教育所關注的教育內涵包括下列五個面向： 

1. 了解媒體組織的運作 

誰主宰了媒體節目的菜單？電視、廣播或報紙上的節目與資訊是誰



的看法？是寫稿的記者？節目製作人？還是媒體公司的老闆？要了解

這些問題，必須了解媒介訊息事實上是重重人為包裝、修飾以及裁剪過

後的產品。我們藉以了解社會形貌的資訊往往摻雜了許多的政治與商業

力量。此外，了解公共媒體與商業媒體的本質差異，也可幫助我們深入

洞察媒體的運作邏輯。因此，媒體素養教育所關注的內涵有： 

（1） 瞭解媒體組織的守門過程如何影響訊息內容的產製。 

（2） 檢視媒體組織的所有權如何影響訊息內容的選擇與組合。 

（3） 瞭解公共媒體與商業媒體的區別。 

（4） 檢視資訊私有化的影響。 

 

2. 了解媒體的符號特質 

新聞報紙或雜誌的「標題」對我們的閱讀產生什麼影響？媒體所呈

現的訊息是「事實」的描述還是記者個人的「意見」？不同的媒體會使

用不同的「語言」，往往會使我們對同一件事產生不同的看法。SNG 對

我們解讀新聞事件有什麼影響？網路科技是否改變了我們對訊息真假

判斷的標準？了解相關的傳播科技可以幫助我們更能區辨真實與虛

假。不同的媒介(電視、廣播、電視、報紙、網路、漫畫等)以及資訊或

節目(新聞報導、戲劇、紀錄、綜藝等)都會反映出不同程度的社會真實，

也會運用不同的方法去組織資料(例如新聞與娛樂新聞對同一件社會事

件的呈現方式便有很大的差異)，都影響了我們對事件的看法。媒體教

育有下列的學習目標： 

（1） 瞭解不同媒體的表徵系統（媒體語言與成規）。 

（2） 瞭解媒體類型與敘事如何產製意義。 

（3） 瞭解並能應用媒體製作技巧與技術。 

（4） 瞭解科技與媒體訊息內容的聯動關係。 

 

 

3. 洞察「閱聽人」的意涵 

閱聽人是媒體業者的「顧客」，還是閱聽人是媒體組織利用所謂的

「收聽率」、「收視率」與「發行量」，把閱聽人賣給廣告商的「商品」？

收視率是什麼意思？為什麼這些數字如此重要？電視台、廣播電台、報



紙、雜誌為什麼一天到晚要說自己是「收視第一」或「最大報」？想想，

孩子們為什麼要去麥當勞，為什麼要穿收集遊戲王卡？為什麼夢想著要

去迪士尼遊樂園？名牌、偶像、流行是如何透過媒介的推銷影響我們的

消費而創造出來的？ 因此媒體素養教育重視下列目標： 

（1） 反思個人的媒體行為。 

（2） 瞭解個人與媒體訊息內容的意義協商本質。 

（3） 瞭解媒體訊息內容的商業意涵中「閱聽人」的概念。 

（4） 認識廣告工業的主要概念：收聽/收視率、廣告的社會與文化意

涵。 

 

4. 思考媒介對真實的呈現 

人在媒體當中如何被呈現？是否具有某些刻板印象？我們印象中

的媳婦、老人、原住民等特定角色是如何被媒體呈現的？這些模樣又是

否總是固定的〝樣板〞？我們心中的這些刻板印象又從何而來？其實，

媒體已經把我們一輩子沒去過、沒看到、沒經驗過的「人」與「類」都

塑造了一個樣板。媒體中的性別、職業、不同次級團體(如老人、青少

年、原住民、勞工、資本家)的呈現往往蘊含了權力與支配的意識。 媒

體教育希望達成下列目標： 

（1） 辨識媒介內容中年齡、性別、種族、職業、階級、性傾向等各種

面向的刻板印象和權力階級間的關係。 

（2） 比較媒介內涵與實際生活中的情境、人物、事件等媒介與社會真

實的關係。 

（3） 解讀媒介再現所潛藏的價值意涵與意識型態 

 

5. 體現媒體的公民傳播權 

媒體表現的良莠是由社會中的公民與媒體共同互動的結果，傳播表

達與接近使用媒體是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之一。媒體教育主張肖像權、

隱私權的保護，並能實踐近用媒體的公民表達。 因此媒體教育不只是

教學習者使用媒體，還要善用媒體，並且產製媒體。媒體素養教育是一

種「優質公民」的教育，目的是要造就民主社會中，對無所不在的資訊

具有主體意志、獨立思考的公民 ，以達成『健康媒體社區』，提高社會



文化品質與健全公民社會的發展。媒體素養教育關懷社區可以實踐下列

目標： 

（1） 瞭解媒體公民權的意義。 

（2） 實踐媒體近用。 

（3） 區辨被動媒體消費者與主動媒體閱聽人。 

（4） 主張個人肖像權、隱私權 

（5） 主張公共資訊開放。 

 

整體而言，民主社會的媒體素養教育使命在於： 

1、形塑健康媒體的社區和文化環境 

2、培養學生與公民使用媒體、思辨媒體、近用媒體的行動轉化與實踐 

3、瞭解媒體資訊對民主社會健全發展的影響和重要性 

4、促進民主社會的公民傳播權 

5、培育學生與公民獨立學習、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媒體素養教育政策公布，媒體教育上路 

身處電訊時代，不僅全民皆需接受媒體素養教育以培養自主思辨

的媒體素養能力，媒體素養教育的推動也仰賴全民的共同參與，最終

發展出使用媒體表達與溝通思想的健康的媒體社區。國外的媒體教育

實施有年，尤其以英國、澳洲與加拿大最為徹底，已在教育政策與學

習綱要上加以明定。亞洲國家目前尚在發展階段，台灣已於 2002 年

10 月 24 日教育部公布「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媒體教育的對象

由國小、國中、高中、大學以至社區全體居民，而媒體教育又具有跨

領域的行動性，因而媒體教育的推行也應該以全民、跨學科的統合方

式來進行。 

 

目前教育部規劃的媒體教育推行策略上，在學校體制內主張以「統

整、融合」的方式進行媒體教育，於現行九年一貫教育的架構下，媒

體素養教育可以主題統整的方式與七大學習領域及六大議題融合，編

撰出具有〝做中學〞之知識實踐性的課程與教材。高中階段可開設媒



體素養選修課程，大專以上則普設媒體素養的通識課程。 

 

媒體教育事實上是一種公民教育，因而從家長、學生到社會大眾

等層面，都應該有機會接受媒體教育，發展自身傳播公民的角色。而

媒體教育推動最重要的促動者---老師來說，若能接受媒體教育師培活

動，掌握媒體教育的精神與觀念，則能借助老師本科專業知識及現場

經驗，將媒體素養的概念融入學科的教學中。  

 

媒體素養教育推行的有利因素 

過去全國都有些零星的老師在推行媒體教育的經驗與心得來看，

媒體教育的推行目前有利的發展因素，大約有幾項：  

1. 學生對媒體教育的興趣高： 媒體對學生而言是再熟悉不過的生活

題材，將這樣的內容運用於教學現場， 學生們往往充滿著高度的

興趣與好奇心。 

2. 老師們對媒體教育的接受度高：大部分接受過媒體教育培訓的老

師師們，肯定媒體教育的內涵具有教學價值。 

3. 新課程的開放度高：於九十學年度開始實施的九年一貫新課程，

強調學校可彈性規劃各校的特色課程。其中培養學生獨立思考、

自主批判之目的與媒體教育的目標異曲同工。因為新課程對教材

及教法的開放性較高，使得媒體教育的推行較有多元發展的空

間，如融入其他學科等。 

 

媒體素養教學目標 

不過雖然媒體素養教育政策已經公布，但是許多正式與非正式的

場合裡，仍會聽到一些疑問。在此先試著來解答一媒體素養教育教學

上的疑問。 

 

媒體教育的目標主要在達成培養兩種能力：釋放(liberating)與賦

權(empowerment) 。 



釋放 (liberating)是指個人在心智上能夠穿透媒體所建構的迷

障，不被媒體左右；而更能進行社會參與，使用媒體表達對公共事務

的關心，促進公民民主素養。 

賦權(empowerment)則指個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選擇、評估媒

體及其內容，進而透過理性的思考與對話，去影響、督促媒體改善內

容，乃至培養公民產製創意的、良性的、教育的訊息，共同建構社區

品味（community standard），從而提高社會的文化品質。 

 

 媒體素養怎麼教 

有許多老師擔心，媒體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中又多了一門課或是

增加新的議題？其實，媒體教育以融入九年一貫學習領域和議題為取

徑，而不另外單獨開課。各國的媒體教育已經論證多年，逐漸發展出

在中小學實施融入課程的「媒體教育」(media education)、高中階段獨

立開設的「媒體研究」(media studies)、「媒體批評」(media criticism)

的正式課程。 

 

另外老師們擔心的問題是缺乏傳播專業訓練可能無法擔任媒體素

養的教學？必須說明的是，媒體素養教育不是傳統領域知識，而是一

個以媒體議題作為切入點的教學取徑。因此，最重要的是老師培養對

媒體議題的敏感度，與融入教學的思考策略；另外教學方法上強調學

生主動的省思與認知，尊重學習者的個別經驗理解與詮釋，從平等對

話的論證過程，產生價值澄清；媒體教育的目的上不在於追尋真實與

客觀的解讀標準，教師不需要去建立一套標準化的知識體系，重點在

鼓勵學生掌握多元資訊的觀點與評估資訊的態度。 

    

 

掌握機會的媒體教育 

其實媒體教育最好的機會就是每一分鐘的生活教育，精髓在於把

握機會教育（teachable moments），老師們可以在傳播或媒體事件的關

鍵時刻，將媒體素養觀念傳達給學生，這樣的效果往往有事半功倍的



效果。 

 

也許有的老師不主張學生接近媒體，或會指責媒體內容與表現這

麼差，是因為政府（新聞局）不管，媒體不知自律，只要政府把媒體

管好，媒體有社會責任，那麼媒體表現就會好，學生不需要媒體教育，

媒體從業人員才是真正需要媒體教育的人。但是，台灣的媒體素養與

文化品味表現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亦非媒體單方面的

問題，而是社區與社會的問題。因為，人活在社會、社區之中，因此

我們期望健康的媒體文化或是媒體素養，應從社區著手。所以，營造

一個健康的文化社區，是每一個住在其間的居民和機構共同的責任。 

 

我們主張媒體是社會的一份子，而老師和學生也是社會的公民，

因此在媒體教育的機制上，媒體專業組織與媒體教育者應該是夥伴關

係，媒體專業不僅是媒體素養教育裡的教育接受者，也是教育工作

者，因此媒體與教育是一種合作關係，而非對立關係。如媒體願意主

動提供節目內容製作成教材，供教師合理的使用，這就是很好的一個

合作開端。  

 

台灣的媒體素養概念的覺醒，的確根源於過去 10 年來媒體的「大

鳴大放」，及商業競爭下所產生的亂象所致。不過，值得註記的是，

我們已經從抱怨亂象或是媒體批評、媒體觀察的單向性活動，邁向更

紮根、更全面的媒體教育與媒體素養的推動。全國教師就是深植媒體

教育落地生根的綠手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