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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就英美两个国家媒介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电视素养内涵加以评析，并综合其它实施电视素养教育的国家，

发展出电视素养的类目与内容，共计包括“观看行为之管理”、“节目真实性之区辨”、“劝服性论证与讯息”、

“媒介生态与组织”四大类别，十六个次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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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素养课程的发展，固然有因时、因地制宜的差异，概括而言，素养的知识体系内涵大同小异，而之所异

者，主要在于个别国家或地区对电视素养概念的解释与认知的不同。英、美两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依其源起与

作法，可作为两个不同型态的代表。  

一、英国媒介教育及电视素养课程 

 

以英国为模板的国家，如澳洲、法国、加拿大、芬兰、挪威、瑞典、瑞士等，其特色在于将电视素养置于媒介

教育之中，并且纳入正规的教育课程中，同时在师资、教材与相关训练的发展上是由教育行政体系专司其职[2]。英

国的教育体系对媒介可能产生的社会与个人冲击早有警觉。就其源由，乃源自其菁英主义下力求保护精致文化使

然。菁英阶层认为，媒介所衍生的大众文化藉由快速传布的过程与深入意识的洗脑作用，导致传统文化的节节败

退。自1930年代，为对抗媒介的大众化“会腐化新生代的品味与习惯”，[3]英国传播教育学者积极采取免疫式的观

点进行媒介教育，希望藉由抗拒流行文化的行动来保护学子免于受到媒介，尤其是电影的荼毒。  

直到1960年代，“流行文化运动”（the Popular Art Movement) 强调流行商品的开放性与切身性，因此，英

国在媒介教育上则由抗拒入侵的保护观点转为区辨能力培养，此时的媒介重点仍在电影上，强调电影美学的训练，

以区辨影像艺术的优劣。在此一时期，英国并未特别对电视有强烈抗拒，究其原因，可能由于英国的电视生态长期

以来一直在公共电视制度下运作，人们对其教化的功能尚具信心所致。  

电影与电视教育协会(The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Film and Television) 于 1970年代初期发行“屏幕与



屏幕教育”期刊（Screen and Screen Education），期刊内容结合符号学、结构主论、阿图塞（Louis 

Althusser）、马克斯（Max）的精神，由媒介的政治经济生态观点，把电影视为国家机器的一环，来探讨媒介的霸

权位置，遂形成所谓的“屏幕理论”（Screen Theory）。此阶段，英国媒介教育的重点仍放在教师身负知识提供者

的威权角色，试图教导学生抗衡意识工业所产制的价值系统[4]。然而，威廉姆森（Williamson）则指称，英国的媒

介教育教材与教学皆过于倚重教师个人对媒介的解毒作用，可能无法实质传输知识给学生，进而引发学生的批判省

思[5]。  

1980年代后的英国，在阅听人的传播研究上，将阅听人由主流效果研究取向中的被动受众的角色加以调动，研

究典范逐渐将阅听人视为一主动、独立的意义建构个体[6]。此一派典的更迭，也间接影响了英国媒介教育的思潮—

1989年开始实施的国定课程（The National Curriculum）明文赋予媒介教育六项任务[7]：教育与媒介研究；教导

有关阅听人的相关概念；辨识事实与意见；讨论大众文化之小说与戏剧；发展教授广告、宣传、劝服的教学方法；

以国家课程为标准，发展出媒介教育施行策略。  

至1991年止，英国已有三分之一的学校实施进阶媒介研究课程，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学毕业生参加媒介研究

科的中等教育证书考试[8]。此项数据显示，英国媒介教育不但成为国定课程的核心之一，也在学校教育及中等教育

证书考试上获得学校与师生相当程度的认同。 

英国媒介教育中往往列有独立的“电视研究”（Television Study)课程，如前所述，英国媒介教育的发展有浓

厚电影欣赏的美学与文学研究，因而强调艺术赏析与审美的角度来区辨电视艺术良莠的基本能力，同时受到文化研

究与批判理论的抬头所致，课程中也融入洞悉电视与意识型态之分析。以下列出英格兰区域普通证书教育中的电视

研究课程内容，藉以观微知着之效[9]：解构影像；介绍电视之媒介特点，并与其它媒介作比较；了解视觉传播的特

质；观察解释影像的内涵意义与外延意义；检视广告及电视语言中的内涵意义与外延意义；对电视节目的认知与译

码；观看的方式；介绍观看电视批判性与分析性的方法；介绍电视形式，包括其传统成规与技术；综合议题；形式

与媒介：检视各类型节目的传统成规、技术以及社会政治的前题；跨媒介分析；实务操作：模拟制作新闻节目，练

习访问技巧，运用机器设备以及实作电视制作的团队合作；分析特别节目的意涵。 

1989年全国小学媒介教育工作团（National Working Party for Primary Media Education)指出媒介教育的内

容包括下列六大范畴[10]：媒介讯息守门代理人“讯息守门人”；媒介类型（文本类型）；媒介科技（讯息制造技

术）；媒介语言（电视文法）；媒介阅听人（阅听人的释义）；媒介表达（讯息呈现）。  

媒介教育与媒介研究在英国发轫甚早，三十年来，不仅著作不歇，在观念上的扩展也由旁枝而登堂进入高等学

府，成为传播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更值得称傲于世的是，英国媒介教育的推广由大学而至中学，扩及小学，蔚成

终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内涵，以成为正式教育体系中有名有实的教学科目。  

二、美国电视素养教育及课程 

 

美国媒介教育的发展并非如英国由整体延伸至个别媒介，而是由个别媒介延伸至整体。其中对电视媒介素养的

关注是其媒介教育的伊始。  

美国电视素养教育之发展是强调电视的社会影响，以行为科学研究为理论基础，着重于电视对阅听大众行为、

道德的影响，早期偏重儿童的研究。1960年代末期，美国出现“视觉素养运动”（Visual Literacy Movement），

认为视觉素养能力的发展是一般学习的重点[11]。此一时期虽以有数个儿童观看电视的课程计划，但并未普遍推广

[12]。  

1976年由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玛寇基金会（the Markle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会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所赞助的“电视与儿童”（ Television and Children Conference)会议

中，建议加入媒介素养课程[13]。1978年美国教育署（USOE）及美国国会图书馆（U.S.Library of Congress)举办

全国“电视、书本与教室”（Television, the Book and the Classroom)研讨会，再度强调媒介素养课程的重要

性。1979与1980年之“联邦跨部会教育会议”（the Federal 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Education）强调所有公

民均应有涵养文字、电子、计算机、电传等素养的机会[14]。  

在“电视、书本与教室”全国性研讨会后，美国教育部进而拨款委托西南教育发展实验室（SEDL）、非营利性

纽约市公共电视台WENT-13、远西教育研究发展实验中心（Far West Laboratory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velopment，简称 FWL）、波士顿大学公共传播学院（the School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at Boston 

University）四个机构，分别针对儿童（幼儿园-四年级）、国中（5-8年级）、高中（9-12年级）、成人（中学

后，以及成人）等四个不同年龄阶段发展适龄的“批判性电视观看技巧”（Critical Television Viewing 



Skills，简称CVS)课程与教材，并于 1982年完成[15]。除联邦政府主导的四项研究计划外，尚有许多正式的学区性

研究或私人与民间机构的研究。与英国电视内涵有所不同之处在于，这四项计划特别将重点置于电视媒介本身的影

响力之探讨，而非以媒介的社会影响巨观来解释电视的神貌。  

1980年代初期的经济不景气，使就业需求、市场趋势开始主导学校课程内容，位于边缘地位的电视素养教育也

就逐渐式微，这种情形与英国相当类似。  

美国教育当局有系统地全面支持由儿童至成人的电视批判观看技巧培养，其宣示的目的至为明显，不仅显现各

界对于电视迷思（myth）的影响有所觉知，同时也强调培养解读电视能力需要透过系统化培养，并且是从儿童到成

年都必须拥有的基本能力。因此，上述四项项目依其所设定对象之不同而有不同面向与层次的讨论主题。以下仅归

纳其涵盖主题，以彰显各个年龄层所涉及的议题。  

（一）儿童阶段（幼儿园到小学五年级） 

 

由西南教育发展实验中心所主持。计划中所明列之学习目标共有七项：了解并辨识广告的心理影响；区辨事实

与虚构；辨识与理解不同或相对观点的呈现；理解电视节目的型态与内涵，如戏剧、纪录片、公共事务讨论、新闻

等；了解电视与印刷媒介之间的关系；区分节目的元素（如配乐、特效、化妆、布景、道具等）；对自己的电视观

看行为有所了解并给予评估。  

（二）国中阶段（六年级至八年级） 

 

纽约市公共电视台WENT-13自1972年起即主动对市区学校提供“如何看电视”的辅助服务。1978年发展出学生用

与教师用二种版本的教材，名为“批判性的电视观看”，包括下列单元主题[16]：电视与我们的生活；电视戏剧的

组成元素；屏幕之后——电视摄影技术；比较不同的电视节目型态；电视的劝服意图；如何分析电视新闻；节目的

播出与“黄金时段”；了解自己对节目的喜好所在；如何事先过滤电视节目的好坏；如何成为一个具有批判能力的

电视观众。  

（三）高中阶段（九年级至十二年级） 

 

教育部于1988年拨款41万美元给“远西教育研究发展实验中心”，发展一套适用于高中的电视批判观看技巧的

训练课程。除了发展教材给高中生使用外，并且为教师、家长、社区组织意见领袖举办研习会，同时出版教材供大

众购买。根据文献分析的结果，该课程强调批判观看的能力应包含下列五个领域：能够评估并管理个人的电视观看

行为； 能对电视节目的内容有所质疑； 能辨识电视讯息的劝服意图； 能意识到电视对人类生活的各种可能影响； 

能善用电视观看加强家庭的沟通。  

（四）成人阶段 

 

与前三项计划同时，由波士顿大学发展的成人电视批判观看训练课程亦涵盖了大学生、教师以及家长三个目标

对象。研究发展计划主持人Dondis[17]指出，电视素养能力的培养应由家长与教师开始，因为他们是儿童电视观看

的“守门人”。此项计划出版了“电视素养”（Television Literacy)一书，包含下列四个主题： 

透视美国电视工业结构—包括电视制作技术、节目的创意过程、电视事业的经济观点、联邦传播法规、以及电

视的社会影响； 

了解劝服性的节目与宣导短片—探讨儿童节目的劝服本质、广告的结构、各种引发观众注意、兴趣的方法，并

检视其可信度； 

分析黄金时段节目的结构因素—观察黄金时段节目所呈现的社会行为、价值观念（如角色刻板印象、男女关系

的处理等），电视所再现的大众文化形貌； 

探索电视新闻消息来源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其如何影响新闻的选择与信息的组合，并了解纪录片与其它新闻性

节目对社会个人的冲击。  

美国在1980年之后，四个示范性的电视教育课程陆续推出。尔后，由个别学区发展并纳入正规教学的电视研读

或电视观看者技巧课程，亦陆续出笼。而由个别研究者结合基金会支持的研究项目，锁定特定主题（如广告、社会

再现等等），也呈现多元发展的景象。众多知名传播学者，或从文化研究角度（如Horace Newcomb)，或从教育的观

点（如James Anderson、Bob Woods、Milton Plopheft) 或从社会影响的面向（如James Lull、George Gerbner)或



以立法为诉求（如Peggy Charren)等，均纷纷为文，表示对电视影响的关切。  

如Ploghoft与Anderson二人所发展之电视素养课程计划，为许多学区所运用，除了在电视广告与一般娱乐节目

的重点外，他们特别强调电视新闻电视公民教育（媒介近用）的教学内涵，兹将其规画之课程目标说明如下[18]： 

电视新闻方面：描述信息性节目（如：新闻、谈话秀、记录片、评论节目）之间不同的目的；使学生能从内容

区辨地方新闻节目与全国新闻网节目；学生透过与其它媒介之比较，找出电视新闻的优点与限制；使学生能了解电

视新闻搜集、编辑与呈现过程的知识；使学生能了解地方电视台新闻部门的组织结构；使学生能了解电视新闻节目

不同信息来源；使学生参与制作电视新闻节目的过程； 

公民教育方面：了解美国广播与电视节目的基础，包括其历史、经济、法规以及经营；从广播与电视之使用人

民共有的自然资源（电波）的观点，思考信息的获得的问题；了解联邦传播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发给地方电台执照与公民对电台服务社区与个人意见表达之关系；了解个人向联邦传播委员

会或地方电台表达意见的程序。 

吴翠珍的研究显示电视看得愈多并不代表儿童更能了解或洞察电视形式与内容文本特质，而饶淑梅的研究则更

凸显国中学生电视看得愈多则素养总分愈低的显着负相关（r=-0.1,p<.001）。二项研究凸显电视看多了就能了解电

视文本的迷思，足见电视素养的养成，必须经有系统、有方法的教育过程方能获效。 

本文建议之电视素养内涵，应包括电视观看行为的自发性监督，尤其是要有能力分辨电视节目内容中的媒介真

实与社会真实，同时进一步洞察电视讯息的劝服本质，最上层的意义则在于了解电视媒介生态与组织如何操纵意见

市场与形塑文化的互动关系。表一呈现建议的电视素养课程类目与内容。 

 

 

表1：电视素养课程内涵架构、主类目、次类目、内容

 

主类目 次类目 內容 

观看行为之管

理 
观看电视之目的 个人喜好的电视节目类型以及观看目的 

电视对日常生活之影响 观看电视对生活作息、休闲生活、学校课业、身体

健康，以及家庭成员关系之影响 

评估电视节目 评估电视节制作品质及观看价值 

安排观看时间 安排观看电视时数、时段、节目类型 

理性的阅听人 理性评估电视媒介价值体系及对其个人的影响 

阅听人对电视之近用 阅听人的意见反应、现场参与对电视节目与电台的

影响 

节目真实性之

区辨 
电视媒介特质 电视媒介与非电视媒介特质之差异电视事业之目的

与优先性 

节目之价值体系 不同型态电视节目之内容与形式电视节目隐含之内

涵意义、外延意义及意识型态 

电视制作技术 编剧、导演、演员、主持人、摄影机、后制作技术

对电视节目呈现真实之影响  

劝服性论证与

讯息 
电视劝服性之特质 叙事性与劝服性讯息目的之不同电视劝服之特质 

电视商品广告之劝服技术 电视广告中人物、文字、配音、场景、赠品、对话

内容、价值呈现、摄影机技术对商品印象之影响 

有效电视商品广告之特质 

电视节目政治性劝服技术 电视演说、辩论、访问等劝服技术之特质有效电视



 

 

媒介教育在正规课程应有一席之处，唯有具备媒介素养的人，才能充分展现其在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角色。台湾

的传播教育应在课程中加入媒介教育或媒介研究（media study）的科目，未雨绸缪地为媒介教育师资储备种子教

师。此外，大专院校也可开设“媒介研究”的通识课程，以做为媒介民主化的公民教育涵养的一部份。面对着媒介

帝国主义的再窜起，处于影像消费半边陲地带的台湾，深思远虑媒介的冲击，大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的社会

教育课程中，媒介教育的迫切性不言可喻，值得有识之士加以重视、研发与落实。 

                                        

 

 

政党广告之特质  

媒介生态与组

织 
电视霸权 电视霸权之现况、成因与影响 

媒介帝国主义 媒介帝国主义之现况与媒介帝国主义之成因与影响 

文化与电视 社会文化与电视节目间之价值冲突与相互影响 

电视事业之组织运作与影响 电视公司之组织结构、经济状况、节目管理 

电视公司间之相互竞争影响 

政治、经济因素 广告商、收视率对电视节目的影响 

政治与经济对媒介言论立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