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分析，歸納出以下結論： 

一、經由媒體素養教學可改善幼兒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本研究進行媒體素養教學實驗處理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性別角色刻板測驗

的表現上，前後測進步的情形達顯著水準，實驗組優於控制組。顯示幼兒的性別

刻板印象可藉由媒體素養教學來解構，與過去有關媒體素養教學的研究結果相

符。 

進一步分析「玩具」、「職業」、「家務工作」、「人格特質」各性別角色項目的

刻板情形發現： 

1. 接受媒體素養教學之幼兒與沒有接受媒體素養教學之幼兒，在性別

角色量表的「玩具」項目得分上，實驗組平均得分為 1.25，控制組

平均得分為 8.46，達.顯著差異。 

2. 接受媒體素養教學之幼兒與沒有接受媒體素養教學之幼兒，在性別

角色量表的「職業」項目得分上，實驗組平均得分為 2.21，控制組

平均得分為 7.67，達顯著差異。 

3. 接受媒體素養教學之幼兒與沒有接受媒體素養教學之幼兒，在性別

角色量表的「家務工作」項目得分上，實驗組平均得分為 0.83，控

制組平均得分為 7.75，達顯著差異。 

4. 接受媒體素養教學之幼兒與沒有接受媒體素養教學之幼兒，在性別

角色量表的「人格特質」項目得分上，實驗組平均得分為 0.88，控

制組平均得分為 5.92，達顯著差異。 

     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符合，「媒體素養教學方案」對降低幼兒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確實具有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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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素養教學確實可引發幼兒之興趣 

研究者根據上課情形的觀察以及與帶班教師的討論中發現，藉著媒體素養教

學探討性別刻板的議題確實可以和幼兒之興趣相結合；尤其透過電視媒體來輔助

教學、遊戲、競賽等教學活動，能提高幼兒學習動機與專助力。因此，慎選合宜

的媒體文本並配合活潑生動的教學方式，不僅可以增進幼兒的媒體素養能力，同

時亦能兼顧到幼兒的興趣與媒體經驗。但如果能夠融入課室原本進行的方案主題

中，會更能夠兼顧學習的連慣性並拓展原本教學活動的多元性。 

 

三、經由教學可促進幼兒的媒體素養能力 

本研究進行以性別為議題的媒體素養教學實驗處理，帶領幼兒從發現性別角色的

刻板印象、進而瞭解性別刻板印象，以致最後能減低媒體中刻板印象對自身的影

響，照個過程是一個增能的過程，讓課程有效的培養幼兒的媒體素養能力。本教

學活動的設計中，教學者扮演引導的角色，引導幼兒去檢視他們日常接觸的電視

文本中所具有的性別角色以及刻板印象，在 12次的課程中藉由團體討論的過

程，讓幼兒去瞭解和發現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其可能產生的謬誤之處，幼

兒學習不再當一個被動的收視者，在接收訊息的時不再照單全收，大部分的幼兒

可以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和觀點，以客觀的方式去思考與判斷這些媒體訊息的真假

與角色形象呈現的偏頗，這也是本教學實驗中，幼兒媒體素養能力提升的展現，

但是囿於課程的實施時間有限，無法進行媒體素養教育中其他議題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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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所探討的內容、研究限制與研究結果，提出幾項建議。 

一、對現場老師的建議 

（一）強化媒體素養專業知能 

當電視媒體改變了幼兒對於自己以及世界的看法時，幼稚園和學校若只教導

兒童對讀本與繪本等印刷媒體的讀寫能力，卻很少教導他們如何認真的看待媒體

流動影像，媒體素養的議題在國內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故學齡前的幼教老師對此

認識不深，更遑論將之推廣並落實於教學活動中。可惜現行的師資培育機構，極

少有此類課程的開設，研究者認為在師資課程中應將媒體素養涵蓋進去，政府教

育當局也應該有相關的進修與研習的活動，使得教師進入教學現場可以成為幼兒

解讀批判媒體訊息的啟蒙者與引導者。 

另外，教師本身也應在體認到媒體素養能力的重要性後，多留意傳播媒體所

提供的相關訊息，並積極主動的參加學術單位或是民間團體所舉辦之相關研習，

並與其他教師互相討論激勵，將學習吸收所得融入自己的教學現場，結合相關的

主題或是學習單元，進行媒體素養教育。 

 

（二）方案課程內容上的調整 

本教學方案以循環規劃與教學實踐的方式，適時地將教學發現與省思及觀察

所得，納入修改教學設計之參考。而本方案實施過程中因應教學時段的安排、帶

班老師的回饋與建議、幼童的參與情況和課程反應等因素，對於課程與教學之設

計有所調整，但主體架構與教學內容不變，但建議教學時數可調整，以期發揮持

續的功用。 

而文本部分的選擇，為避免幼兒對於文本較不熟悉，無法充分的發揮討論，

宜在課程實施前做簡單的調查，讓幼兒選擇出印象深刻的文本，也可根據時效與

流行性做出調整，適時的加入新的孩子們有興趣之文本，例如新的超人特攻隊等

新的文本，更能引發幼兒的學習動機與興致，也較能發揮媒體素養教育的立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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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效性。例如廣告片的部分，宜選擇以幼兒為對象的商品銷售廣告，像是玩具

或是速食店的廣告，讓孩子可以更加喜歡這些廣告，而更加注意與留意廣告片所

呈現的內容訊息，提升課程預期的效果。 

另外，由於每堂課幼兒的興趣與探討的內容會有差異，加上有些分組或個人

動腦的學習單活動，需要較多的時間或是較廣較延伸的活動內容與範圍，因此建

議原方案中的修改陳述如下：「飛天小女警」單元調整為兩堂課的時間，擬多以

一節課來探討每個幼兒填寫的卡通體檢表，分享大家觀察的電視卡通文本；「美

麗勇敢的愛天使」單元中，由於幼兒會迎合媒體中所強調美的標準及審美觀，擬

增加課程時間探討媒體哈哈鏡中的美醜胖瘦，拆穿電視為了戲劇效果簡化人物特

色的刻板作法；「高矮胖瘦的天線寶寶」、「水果奶奶的變裝魔法」兩個單元則各

增加一堂，使幼兒再有充分討論之餘，也能盡情的進行幕後配音與角色扮演的遊

戲，從遊戲中體會電視製作過程中的技巧與手法，擴大媒體素養學習的範圍；而

最佳代言人也增加時間給孩子討論與構思角色的特徵與形象，更可提供多樣的範

本如廣告傳單、報紙、雜誌等，讓孩子瞭解除了電視之外的媒體，如何形塑性別

角色相貌，而統整活動 1的刻板印象觀察表，更可讓孩子分組去觀察他們所接

觸、喜愛的其他媒體文本，舉凡圖畫書、電影或是戲劇，讓幼兒得以應用課堂所

學並能延伸其辨別判斷其他媒體訊息的能力；最後的超級英雄更可讓孩子有公演

發表的機會，以腦力激盪出的腳本戲劇扮演戲劇，並從中瞭解幼兒對於戲劇性別

角色形塑與再現的構思。 

本教學方案對於幼兒僅是短期的介入，雖然發現幼兒在短時間內對於電視文

本的觀看解讀態度已有改變，但這些發現可能只是幼兒對此教學活動的刺激所表

現出來的反應，若欲以此十二次的教學過程來和幼兒自小養成的觀看態度與媒體

經驗來抗衡恐怕會是困難與奢望。對於幼兒，雖然教學實驗結束，但是幼兒媒體

素養教學的影響才真正在發酵，因此本方案的設計理念是以幼兒為中心，創造出

貼近幼兒生活經驗，讓幼兒能夠學習轉化技巧將所學融入生活中學以致用之有意

義的課程，讓幼兒有能力面對多元複雜的媒體訊息，進而減低媒體對其所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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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 

本課程教學實施過程中發現，幼兒對於電視有高度的興趣，每每播放影片文

本時，總會聚精會神的觀看、興高采烈的討論著，並且老師能藉由與幼兒談論生

活所熟悉的電視媒體，適時地瞭解到幼兒對於媒體文本的想法以及幼兒同儕間的

次文化，並拉近與幼兒之距離，建立良好師生關係。此外，研究者也藉著此教學

活動隨時反思自己的教學理念，增加對幼兒生活與學習態度的瞭解，以調整並增

進自己的教學技巧。 

 

（三）方案教學上的調整 

本研究的教學方案設計是為一個範例，並不代表日後幼師就得照表操課一個

步驟一個問題依著教學，現場幼教老師應根據自己對於教室內幼兒的熟悉度與經

驗背景的瞭解，在問答與解說上作適當的調整，也應根據幼兒的回答，做隨機的

引導與追問，幫助幼兒澄清觀念與想法。 

根據研究發現，教學總時數上宜有更充裕的學習與討論時間，以及內容的完

整性與延展性可適當的做補充與涵蓋，因此整體教學活動方案在考量時間及內容

延展與完備性，安排調整如下： 

幼兒媒體素養教學方案---以解構性別刻板印象為例 

教學綱要 教學活動 時數 學習內容 

媒體的種類 1堂
認識大眾媒體扮演的角色與功

能，以及和自己的關係 媒體素養初探 

電視的各種型態 1堂 認識電視媒體的節目型態與特質 

我是遊戲王 1堂 觀察媒體中男女角色的行為特質 

飛天女英雄 2堂
觀察女性英雄角色的形象及思考

男女英雄角色的形象塑造 

卡通影片中 

兩性角色的塑造 

無敵戰鬥陀螺 1堂 思考男女角色玩具分配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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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麗勇敢的愛天使 2堂
探討媒體中呈現的美醜標準與價

值觀 

高矮胖瘦的天線寶寶 2堂兒童節目的 

性別角色再現 
水果奶奶的變裝魔法 2堂

知道媒體建構性別角色所運用的

顏色、裝扮與配件，並體驗媒體製

作過程的手法與效果。 

最佳代言人 2堂電視廣告 

建構的兩性角色 
男強人 vs.女強人 1堂

反思電視文本所一再複製的男女

職業角色、從事工作，並嘗試構思

媒體中男女角色不一樣的再現 

我是聰明的小觀眾 2堂

學習分辨電視所塑造的兩性刻板

印象，並延伸觀察其他媒體文本中

的兩性角色再現 統整活動 

超級英雄 2堂
主動思辨兩性角色的特質，嘗試創

作兩性角色的樣貌與角色形象 

表 5-1  調整後之幼兒媒體素養教學方案 

 

擬以 19～20堂的學習時數，來幫助幼兒從媒體的型態開始，認識媒體訊息

的呈現是經過包裝、修飾、選擇與組合的，思考媒介對真實的再現，人是如何透

過媒體來呈現，而媒體如何塑造刻板印象。藉由更充裕的學習時間和增加幼兒間

意見與觀點的交流討論，對媒體訊息的意涵有更多的瞭解，進而幫助幼兒發展更

完整的媒體素養技巧與能力。 

而本教學方案後所附上的建議總結，實為教學重點的澄清，老師們宜在瞭解

媒體素養的意涵後，根據自己對媒體素養概念的所得，以及參照幼兒每堂課的討

論與反應，參酌建議總結，自己構思出班上幼兒得以理解與分辨的說法，並宜不

帶任何主觀價值是非對錯的判定，讓幼兒學會自己去思考去分辨。並且媒體素養

教育不是一蹴可及的，不要一次的教學後就得期望幼兒能夠有所成效，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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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是階段性與漸進式的，媒體素養能力的發展也是隨著年齡與觀看經驗逐漸形

成，透過有系統的媒體素養教育過程幫助幼兒看電視及解讀電視，整體的教學成

效應以系統化的觀察記錄或形成性幼兒學習檔案來做完整地評估。 

 

二、對教育行政單位的建議 

由本研究發現，透過媒體素養實驗教學確實能提升幼兒媒體素養的能力，然

而本實驗研究設計的教學方案僅是一己之力的粗略研發，因此期盼教育行政單位

能夠加強研發幼小銜接的媒體素養課程與教學，開發教育手冊充實老師媒體素養

的專業知能。 

媒體素養的重要性不可言喻，觀看國內推動媒體素養的單位，發現其資源皆

是獨立的，未能流通、整合，共同推動媒體素養教育實為可惜；在課程的規劃上，

各單位著重於國小課程上的規劃與實踐，未能與幼稚園、國高中、大學教育銜接，

統籌規劃一系列漸進式的教學方案，也是相當的可惜。然僅靠民間團體或有心人

士的推廣仍嫌不足，期望政府教育行政當局可以整合各推廣媒體素養的單位，投

入對媒體素養課程之發展，透過不斷的編訂、實施、評鑑、修正，發展出一套有

助於學齡前幼兒至成人的媒體素養教育，使媒體素養融入正式課程的一環，並提

供配套的措施來幫助教師成長進修、學校的資源設備與課程。 

 

三、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實驗對象宜增加，實驗期間可延長 

本研究由於研究人力、物力、時間之限制，僅能以某一所國小附幼的大班幼

兒為研究對象，代表性不足，使得研究結果無法做更大範疇的有效推論與應用。

而在未來的研究可就不同地區的幼兒，擴大取樣的區域進行研究。另外建議將研

究的實驗課程延長，方得以有更充分的時間觀察、追蹤研究成效，使得研究更嚴

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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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充媒體素養教學的議題 

為配合實驗對象之附幼的教學重點，本研究僅針對性別角色的議題做探討，

以電視媒體為文本，進行解構性別刻板印象的教學活動，但媒體素養的教學內容

與議題實為豐富，後續研究可深入不同的議題，完整的規劃出媒體素養教學方

案，使得研究更具有價值。 

 

（三）研究工具之多元評量的研發 

本研究由於時間與人力上的限制，在幼兒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調查上，僅以

現有的量表進行問答，後續研究者可利用多元的評量方式，如觀察、晤談、追蹤

評量等方式，增進研究成效的嚴謹度。 

在課程的進行中，也建議未來研究可以做更嚴謹的觀察記錄與形成性評量，

掌握學童在各單元中的理解程度，適時的調整教學方法與教學進度，更詳盡的作

為改進媒體素養教學方案之依據。 

 

（四）加強質性研究，深入個案分析 

同樣受限於研究的時間與人力，無法針對個案個別的前後測得分表現，去做

深入的探究與分析，建議未來相關的研究，可以針對特殊的個案表現，去分析其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形成的背景脈絡，分析個案的收視情境與收視習慣以及其個人

的個性與特質和其他個別條件，以更充分的瞭解研究方案對於幼兒的實際個別效

果，讓研究更具完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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