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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及目的 

 

  近來科技的進步以及資訊的發達，使得我們無論在哪個角落都能了解到各

地的發展及時事,而最近幾年來台灣發生了許多事,如:黑心油事件、太陽花學

運、大埔建案、洪仲丘事件......等,讓我們不禁好奇台灣的社會真的有那麼糟

嗎？再加上高一上學期的《公民與社會》課時恰好有上到有關新聞媒體的種

種不公，也讓我們更加好奇有關新聞的真相。 

 

二. 研究方法及論文大綱 

 

  我們透過問卷調查及可能被政治或財團所控制的概念進行資料的蒐集，而

整篇文章討論的是關於媒體是否具備新聞專業倫理，提供我們正確的資訊和

社會大眾是否具備媒體素養，用以判斷訊息的真假來做研究，達成揭開新聞

面紗的目的。  

 

貳●正文 

  

一. 媒體素養的定義 

 

  媒體素養又稱媒體識讀是指在各類情況中理解、探討和製造媒體訊息的能

力，而媒體素養教育有別於針對媒體所培養的專業教育，主要的教育對象是

社會大眾，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全民能擁有對於資訊有自己的看法以及思辨的

能力，能夠以批判性的角度來思考、解讀媒體所提供的訊息。「註一」 

 

（一）為何要有媒體素養？ 

 

1. 現代的生活和傳播媒體息息相關，所以媒體所影響大眾的能力日漸強大，

為了避免閱聽人受大眾傳播媒體片面化，或是記者的自我的主觀看法所

收集資料 問題討論 問卷調查 

結果歸納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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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此每位閱聽人應該要有自己對新聞的看法，並且要有媒體識讀

的能力。 

 

2. 媒體現今已成為三大亂源之一，所以人民更需要有媒體素養，以免被媒

體宰制，混浠觀點，成為某些受害人的加害人。 

 

二.新聞專業倫理的定義 

 

  記者在追求報導真像過程是否有真誠地報導一切，報導內容是否正確的反映現

實。 

（一）關於專業倫理，媒體該有何責任？ 

新聞專業倫理的五個方向： 

1.「獨立自主」：抗拒政府、財團或老闆的利誘即威脅。 

2.「揭露真相」：謹慎的查出事實和報導實際情況，不可扭曲及掩蓋或誇大

真相，也不許放大某一觀點進行評論。 

3.「尊重多元」：不得散播對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性別和性別取向、身

心障礙者等弱勢者的歧視而進行攻擊。 

4.「尊重隱私」：除非是大家所公認的公共利益，不然應該要尊重當事人的

隱私，不可侵犯打擾。 

5.「利益迴避」：媒體不能以工作的理由謀取私人利益。 

「註二」 

 

（二）如何做出精確的新聞報導? 

  著名的媒介批評家礙批斯坦強調，記者如果想挖掘隱藏的真相，就必須

改掉過分依賴消息來源的習慣，改用系統性或科學性的分類方法蒐集資料。

而記者如果過分依賴新聞來源提供的訊息，不僅易受消息來源擺佈，也使

媒體無法有效發揮監督政府的功能。（作者：羅文輝 ，年代：民國 80 年）

「註三」 

三. 新聞發展 

 

  隨著 1980 年代反對運動的興起，政府順應潮流廢除戒嚴、解除黨禁，媒體的

數量與自由度逐漸增加，然而有利必有弊，現今的社會，大眾媒體已發展為行政、

司法、立法以外的第四權，因此應該要忠實反映民意，但濫用媒體或扭曲民意的

現象仍未消除。〈作者：程建人，年代：民國 87 年〉「註四」 

 

四.問卷調查 

 

  為了使我們能夠更了解溪湖高中一年級同學的實際想法，我們採用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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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方式來研究。我們共發出 110 份問卷，回收了 100 份，總共有 82 份問卷

可用，其中分別是 26 個男同學所填寫的與 56 個女同學所填寫的，以下是我

們的問卷調查題目。 

 

題目：探討臺灣電視媒體新聞的黑與白 

  你好，我們是一年十二班的學生，不好意思耽誤您幾分鐘的時間，以

下為我們此次做小論文研究問卷調查表，此問卷內容只做研究用途，並

不會公開。 

1. 請問你平時有收看電視媒體的時事新聞嗎？ 

2. 請問你平時最常看哪些新聞台？ 

3. 請問你認為你自認為具備媒體素養嗎？ 

4. 2014 年台灣新聞自由排名 50 名，亞洲數一數二，你同意嗎？ 

5. 請問你相信台灣新聞媒體？ 

6. 是否覺得新聞媒體所報導的事件是否有過於片面化或淺薄化？ 

7. 是否覺得報導內容都有偏向娛樂效果呢？ 

8. 請問你覺得新聞富有政治色彩或是可能被財團控制嗎？ 

再次謝謝您幫我們做這份問卷，這份問卷將成為我們一份寶貴的資料!! 

 

A1：男生有 18 個人有觀看電視媒體的資訊，有 8 個人並沒有這種習慣；女生有

51 個人在關注電視媒體資訊，有 5 個人並沒有這種習慣。在調查結果顯示女生

有觀看電視新聞習慣的分別比例是大約是 80%而男生大約是 71%，所以可以知道

溪湖高中一年級男生與女生相照之下，女生較常使用電視媒體來觀看新聞。 

 

A2：這個研究討論結果，我們使用圓餅圖來呈現研究報告結果，使此結果更容易

理解，並用文字敘述輔助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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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A3：男生有 5 位勾選「否」的答案，有 21 位勾選「是」的答案；女生有 8 位勾

選「否」的答案，有 48 位勾選「是」的答案。在調查結果顯示自認為有媒體素

養的比例的男生為 81%，而女生為 86%。由此結果得知，溪湖高中不論男生或是

女生都超過八成自認為具備媒體素養。 

 

A4：男生有 2 位勾選「否」的答案，有 24 位勾選「是」的答案；女生有 3 位勾

選「否」的答案，有 53 位勾選「是」的答案 。在調查結果顯示有 92%的男生同

意此調查結果，而女生為 95%。 

 

A5：由下圖得知，大部分的溪湖高中一年級的同學都都對台灣新聞媒體的專業

與倫理沒有抱持著相當大的信心，因此才會有那麼多的民眾在網路上發表出不同

的意見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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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A6：由下圖可知，大多數的溪湖高中一年的的同學都認為新聞媒體太過於片面

化或是淺薄化，也因為淺薄化或片面化而失去了新聞媒體真正價值了，書上有說

很多傳播學者認為，電視新聞畫面是一種「現象」或「表相」但並不等於「真相」。 

〈作者：戴晨志，年代：民國 82 年〉「註五」 

 
圖四 

 

A7：由下圖可知，大多數的溪湖高中一年級同學都認為新聞的報導大多有偏向

娛樂效果，而為何新聞會有這樣的結果，我想就像書上說的有趣的新聞，價值越

高。〈作者：楊士仁、鄭優、趙政岷，年代：民國 80 年〉「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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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A8：由下圖可知，溪湖高中一年級同學絕大部分都認為媒體容易受到政黨或是

財團的關係，因而導致報導的不實或是片面化。幾年前的一篇網路報導寫著中華

傳播管理學會今天公布總統選舉電視新聞藍綠燈號，指出在政黨偏差方面，三立、

民視偏深綠；華視則呈現深藍，中立的只有年代、東森和 TVBS。「註七」或許

單單這幾句話還不容易知道如何分辨何謂深藍、何謂深綠，某位傳播相關學會的

理事長是以報導藍、綠新聞各 4 成至 6 成則為中立，若報導偏藍或綠 8 成以上，

則被評為深藍或深綠媒體。「註八」而至於財團呢!如果要台灣人能夠明白，依靠

好的領導人，不如依靠正確的制度；如果更多人有思考能力，拒看台灣那些已經

被財團綁架的媒體，媒體就會停止造神，開始往中立客觀的方向發展。「註九」 

 
圖六  

 

參●結論 

 

  經過深入的探討與研究，了解新聞媒體的存在是為了提供我們需要的資訊，身

為行政、司法、立法以外的「第四權 」，影響力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那在報導

中，為何不多用公平公正的用字遣詞呢?如果偏向娛樂效果，那人們媒體識讀的

能力是否會下降，進而形成「總白癡化」呢?於是我們做了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大約每 100 人中就有 40 人認為新聞偏向娛樂效果，大多數的人也同意報導太過

於片面化及淺薄化，而且也不相信台灣媒體的專業倫理及自律，這代表了台灣媒

體真的需要多加檢討為何人民這麼不認同他們所報導的新聞。因此我們這裡想了

幾個方法或許可行的改進方法。 

一. 媒體素養的教育應當更為完善。 

二. 新聞媒體專業的建立。 

三. 新聞媒體自我內省，並請相關監督機關可以更加負責。 

四. 公共電視台的功能可以再擴大些。 

  雖然說現今的台灣已是個言論自由的時代，但不代表能因此能公器濫用！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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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媒體宰制、牽導進一個不是真相的真相，媒體角色需要自我反省，而我們閱聽

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我們應該向西方那些先進的國家看齊，善用媒體帶給我們

的資訊，但是我們也要抱持著挖掘真相的心態，仔細思考從不同層面看待這個新

聞。當然的像上面所提到的，新聞媒體本身當然也需要自省，因此我們相信，如

果新聞媒體與我們閱聽人雙方都能做到雙方該做到的，那麼這個社會必定會更加

進步更加繁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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