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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体育新闻之内容分析 

--以《年代体育台》、《东森育乐台》、《纬来体育台》 

三家准专业体育频道为例 

《中文摘要》 

鉴于运动与传播之不可分割性日益遽增，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之开发仍屈于少数。故尝试于此

领域探索，盼有所丝微新意以献后续研究。 

研究范围与对象立于探究国内有线电视「准专业体育频道」之体育新闻。研究问题主要涵括其

内容面的内容分析，以剖其内容之呈现。研究发现：在研究样本中，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体

育新闻属于比赛过程和结果；国外体育新闻部份约占整体体育新闻的三分之二强，特别是来自

美国运动的报导；棒球与篮球是体育新闻主要的报导项目；另外报导之性别比例，以男性居

多。 总结而论，电视体育新闻往往被安插于各节新闻之末，须与政治、财经、社会…等新闻

抗争，才得有发声空间，故报导量微乎其微，一些弱少数运动更不复见。但是，研究数据发

现：并未因有了有线电视「准专业体育频道」纯体育新闻之报导，而使弱少数运动得到较多的

媒体暴露。  

关键词:体育频道、体育新闻、内容分析 

壹、绪论 

早在80年代，Critcher（1987）便指出运动早已是大众传播媒体的一个重要范畴；反过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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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运动项目也都相当依赖媒体的报导与支持。Wenner（1989）亦提出「运动/媒体复合体」

（sports/media complex）的概念，来描绘其彼此之间互相依存的寄生关系（刘昌德，

1996）。Eitzen等人（1993）更一针见血地揭露其中微妙的互动：运动和大众传播媒体的关

系，最主要建立在金钱关系上（廖清海，1996）。尤其在全球化的世代背景下，Rowe（1996）

甚至描述运动与电视媒体间的纠隔连结，实是一组挚爱的配对（love-match），犹如天作之

合、佳偶天成。是故，由于运动和传播媒体的水乳交融，不仅使得运动在传播媒体中占有要

角，亦使传播媒体成为促进体育运动发展的有利工具，甚至随着时代进步而愈显密切，运动和

媒体牵系彼此脉动，两者间业已形成一条难以切割的共生脐带。其中，簇拥体育与媒体两者间

联姻关系之滋长、蔓延，体育新闻确实是个关键枢纽。这从国内外体育新闻报导之落起衰盛，

便可有清楚确切的体认。 

而当体育已和大众流行音乐与电视表演节目一样，成为新大众文化的一部份，读者多多少少会

因媒体相关的体育报导接触到体育文化，媒体不仅可以反映、创造出其中的文化价值与社会规

范，并可以定义、塑造运动事件，进而引导对运动人员人格特质的公众认知（McPherson等

人，1989；转引自温世铭，1999），亦会无形中教导人们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影响人们对某

些运动事件的看法，甚至扭曲了运动的本质（廖清海，1996），是故媒体的影响性，绝对不可

小觑。这亦代表着，研究传播媒介中体育运动之角色、功能、效果…等种种面向与其它连锁议

题，势必将成为体育运动暨大众传播研究者得花费心思，加以关注、探讨的课题（侯致远，

1992c）。 

本研究之研究对象，选择以国内有线电视体育频道所制播的体育新闻为研究主体。恐怕未来阅

览者产生对本研究对象之困惑与误解，故加以明确界定本研究整个研究对象与研究时间，应是

指：2000年的4月到8月期间，当时国内有线电视生态下的三家『准专业体育频道』，即还未进

行转型之前的《年代体育台》与《东森育乐台》，以及研究后期仅存的《纬来体育台》；另

外，在研究范围上，则是针对当时三家『准专业体育频道』体育新闻节目的内容呈现面加以探

究。研究问题有二： 

1.三家『准专业体育频道』之电视体育新闻的报导内容情况如何？即报导量、报导主题、区域

来源、运动项目、性别与报导形式上各有何特色？三家之间是否有所差异？  

2.三家『准专业体育频道』之电视体育新闻的报导顺序上有何特色？三家之间的新闻雷同度又

是如何？ 

贰、文献检阅 

检阅过去运动新闻内容之研究，文献皆大致分成报导量、报导方式、报导内容、报导向度及报

导对象等五部份加以探讨整理 ，但将研究各自抽离部份加以评估，一来可能失其原本研究之

完整性，而且各类型抽样母体不同，如此从中比较差异性，似乎有其风险。故本研究尝试从另

一个角度整理，针对其抽样母体之不同来加以分类。主要分成两大类型：（一）非特定赛事类

型；（二）特定赛事类型，并进而依不同媒介类型来进行探讨、阐述各研究之发现与成果，盼

有不同的视野效果产生。 

一、非特定赛事类型 

所谓『非特定赛事』类型，简单定义为：「一般运动常规期，并无重大国际比赛的时节」。在

此并加以区隔成：报纸、杂志、电视等三大媒介，来对各研究之发现进行阐述。 

（一）报纸媒介方面 

刘作坤（1980）研究我国报纸之体育新闻，以《民生报》、《中国时报》、《中华日报》、

《大华晚报》四报为研究对象，分析各报间对体育新闻报导重视程度。研究发现：（1）报导

量方面：《民生报》每月平均体育报导量最高，占全报新闻总报导量的四分之一，球类占六成

以上，其中以「棒球」居首，「篮球」居次。因为《民生报》的报导量明显地高于其它各报，

故其认为《民生报》为体育的专业报。（2）报导内容方面：动、静态新闻的报导比例上大致

平均，显示在新闻报导的功能上是知识与娱乐并重。 

 



Lever & Wheeler（1984）则分析1900、1925、1950和1975年《芝加哥论坛报》的运动版，分

析结果发现：（1）报导量方面：运动版的报导量占整个报纸总报导量之比例几乎成倍数增

加，报导长度与总栏数亦有所成长。（2）报导内容方面：从地方、业余的个人运动，转变到

国际、职业球队的运动；报导焦点则集中在比赛过程中发生的情形和运动员场上的表现；而

「预告性」的运动报导减少，转向报导于「比赛结果」。（3）运动项目方面：「赛马」、

「拳击」的报导皆逐渐减少；「足球」与「棒球」虽互有消长，但七十五年来仍维持十分稳定

的高比例报导；「篮球」报导则显著增加；「田径」纵然在大型国际运动比赛中占有重要地

位，但七十五年来一直都低于5﹪。（4）性别属性方面：虽然美国立法通过增加女性参与运动

的机会，但有关女性运动的报导却只增加2%。 

Williams（1994）则研究《芝加哥卫冕者报》（Chicago Defender）与《匹兹堡信差报》

（Pittsburgh Courier）两家报纸1932年至1948年之间的体育新闻。研究发现：（1）运动项

目方面：两报报导较多的项目皆是「棒球」、「网球」与「田径」，这三种类别分别占该报所

有体育新闻报导量的2/3强。（2）版面位置方面：虽「棒球」报导总则数较多，但两报都将

「网球」新闻刊登在报纸体育新闻版面中的第一版，或是报纸折处最上方，显示两报编辑对于

「网球」的重视似乎要比「棒球」和「田径」来得高。（3）性别属性方面：《芝加哥卫冕者

报》对女性运动新闻的报导内容与男性相似，而且女性运动新闻有85％出现在第一版或第二

版，故该报对女性运动新闻之重视较《匹兹堡信差报》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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