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總論

壹、研究緣起、目的、執行方法

過去數年媒體素養教師研習活動，不論是政大傳播學院媒體素養研究室所舉辦的研習、

國家教育研究院所舉辦的媒體素養教育研習(5天)，還是民間數團體如富邦文教基金會、媒

體識讀中心所舉辦的研習會，參與研習的中小學教師普遍認為，在中小學推動媒體素養教育

是極重要的事，但是在研習後的課程評鑑上，多數老師一再表示非相關系所出身，缺乏媒體

素養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故實施媒體素養教學心有餘而力不足，致我國媒體素養教育難以落

實在教學現場。這是現狀一。

    現狀二是：媒體素養成為一個教學領域，在台灣目前還在發展之中， 尚無系統化、取

得性高的課程與教材。一個合格的教師需要受什麼訓練、訓練的內容如何，各國情況不盡相

同，我們有必要自行發展媒體素養師資所需的教材，方能達到媒體素養政策白皮書所陳述的

媒體公民的遠景。

    先前羅燦煐(2005)[1]的國中小教師調查發現，約有半數學校，目前有在推動媒體媒體素

養教育，大多數採用融入方式隨機教育。二國中小教師對目前學校，推行媒體素養教育的困

境，看法相當一致，依序為：教師缺乏相關師資，學校缺乏相關教材/設備及授課時間；學

校缺乏相關師資，學校缺乏相關共識，教師缺乏教學誘因/動機等等。

    八成以上的國中小教師認為目前在學校推行媒體素養教育具有需求性、可行性、迫切性。

而在需求評估方面，認為應優先提估的配套措施，依序為：專業師資、課程綱要、時間配置、

教材教法、硬體設備、評鑑指標及獎勵制度。

    調查結果也顯示，只有一成的老師曾參加媒體素養教育的師資培訓活動，九成未曾參與，

七成國中小老師表示未來有意願參與媒體素養教育的師資培訓活動。

    此外，周韞維(2003)[2]對台北市中學的調查發現，台北市各高中、國中的媒體素養教育，

主要是透過社團和公民科目的融入教育進行的。相關社團以電影欣賞社和校刊社較為普遍，

但每週活動時間不多；公民科目中媒體素養只佔了一小部份。軟體而言，媒體素養相關的教

育活動並不普遍，老師們認為學校應該加強教師在媒體素養面的研習活動，以提高教師的專

業性。

    综合以上資料，可知：



一、教師普遍了解媒體對學校的重要教學的重要性，也有少數老師自行以融入式隨機

    教學進行媒體素養教育，其中社團活動是主幹。

二、認知上重要，實踐上不普遍，主要原因是主客觀條件不足。主觀上教師本身缺乏

    參與媒體素養教學所需的專業，客觀上諸多條件不足，例如沒有學校的支持，沒

    有教材等相對的資源。

三、老師們進修意願頗高。有關媒體素養教學的師資培訓，包括短期研習和長期進修，

    已有明顯的需求。教育行政上如何設計一套支援教師進修的系統，是本研究所要

    達成的目標。

就像任何領域或議題的教學一樣，媒體素養教學既有足夠的社會需求，其推展工作的第

一步，無疑是師資培訓的設計、教材研究與發展以及相關的配套措施。

貳、內容（教材）發展計畫的對象

依教育部執行方案，本計畫所欲發展之教材，是以現職中小學教師為對象；至於各師資

培育大學的學位教育（含大學生和研究生）課程和教材，自可比照適用。本計畫屬於第一階

段。將來第二階段的推展計劃與實踐希望透過數位學習系統，與面對面方式進行，提供老師

們多元進修管道。這是本計劃的名稱何以叫做「數位學習師資培訓系統」的原因。

現職中小學教師的進修管道頗多，本計畫將設計及發展適合現職中小學教師進修之媒體

素養教育的課程及基礎（通識）知識教材， 供師資培育大學及縣市教師研習中心開課時使

用。

參、計畫範圍和計畫目的

    一個學科或一個學術領域的基礎（通識）知識， 通常是指該學科或該領域的入門課。 

就本計畫而言，是指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教師所需教科書「媒體素養入門」。中文目前有世

新大學編譯的「媒體識讀─一個批判的開始」以及慈濟大學傳播學系編印的「媒介素養概論」

兩本教科書，但兩書針對大學生，雖有參考價值， 卻不適合現職中小學教師進修之用，因

為理論性過強，且內容未能呼應現行中小學教科書的相關內容及能力指標，亦無專章討論媒



體素養教育的教材教法。

    本計畫目標：

1、為現職中小學教師進修媒體素養教育，規劃一套以授與修習證明為目標之進修系統

   課程結構，包括入門科目及後續科目的科目名稱、大致內容、科目與科目之間的開

   課順序以及授予修習證明方式、成績評量、實施期程等。

2、為第一門課撰寫適合現職中小學教師進修之紙本教科書大綱

「媒體素養入門」由本執行小組編寫，如有適合的現成中文篇章， 亦將編入，並將邀

請專家參與若干篇章之撰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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