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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取向的媒體素養之教學途徑 

 

鄭明長 

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發展，改變人類溝通的方式，也改變人類看待自己、他

人與世界的方式。傳統著重書面印刷文字識讀能力的素養概念，隨著媒體的進

化而改變，需要重新審視其適當性。本文旨在探討媒體素養的層次與能力，進

而分析批判性媒體素養之內涵，探討批判性媒體素養的教學途徑，以供國內媒

體素養教育之參考。藉由相關文獻的分析，本文發現多數研究者將媒體素養界

定為個體近用、分析、評估、與創造各種形式之媒體訊息的能力。媒體素養的

層次大致涉及個體能使用各種媒體、願意對媒體內容採取批判取向、能運用媒

體科技散播資訊、理解媒體背後的經濟因素、與合法運用各種媒體等層次的媒

體運用。至於媒體素養的核心概念則包括建構的產物、形式與內容相互依存、

意義是協商的結果、充斥意識型態與價值觀點、追求利益與權力等概念。批判

性媒體素養則植基於媒體素養並連結到社會政治議題上，企圖引導學生分析媒

體、閱聽者、資訊與權力間的關係，並生產另類媒體文本，以挑戰主流媒體文

本、追求社會正義的教育學方法。為了培養學生的批判性媒體素養，本研究提

出六項建議：探索自我，了解自己對媒體的需求動機、教導談話模式促進媒體

語言的理解、跨越課程疆界培養獨立的論述能力、消融工作與愉悅的二元對立

論述、抗拒教育市場化、凸顯媒體背後的權力關係，厚植生產另類媒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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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科技發展，人類創造各式通訊、傳播媒體，不僅克服了自然地域的限

制，豐富人類生活，開展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更藉由改變人類互動的方式，重

新建構人與人的關係，成為社會改變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網際網路的演進，創

造出前所未見的網際空間，也改變了人與知識的關係。台灣在 1988 年解除報禁

後，隨著廣播、電視頻道的釋出，香港傳媒的進駐，加上手攜設備（手機、攝

影機、行車記錄器）與網際網路的便捷，使得媒體資訊快速膨脹，而媒體品質

卻日益低落，對於青少年的負面影響也日益嚴重。 

學習涉及學習者與素材的互動，互動的形式往往決定了習得的內容或經

驗。近年來，可攜式器具（手機、帄版電腦）與通訊網路的發展，促進新的表

徵、通訊形式的出現，更開啟學習的新途徑與教育的模式（Livingstone, 2003）。

當此媒體與社會變動劇烈之際，對於新媒體科技是否改變過去所強調之識讀能

力的內涵？或網路世代的學子需要怎樣的素養？應該是教育工作者關心的焦

點。 

另一方面，國內《2004 全國青少年媒體使用行為研究調查》（富邦基金會，

2004）發現國高中生帄均每週花 17.35 個小時看電視，幾乎佔了休閒時間（34.26

小時）的一半；《2009 全國兒童媒體使用行為調查報告》（吳翠珍，2009）發現

兒童每週花在媒體使用上的時間達 21 個小時，其中上網 5.5 個小時；其中孩童

帄均每天帄均花費 47 分鐘上網，花費 9 分鐘講手機，每天打電動時間約為 42

分鐘，週末則為 63 分鐘，但是花費在閱讀書報上的時間每星期不到半小時。顯

示青少年休閒活動花在媒體上的時間越來越多，且有集中使用電腦及網際網路

的趨勢。歐美國家的研究早尌指出在閱聽電視、電影、雜誌與漫畫情節時，閱

聽者不僅被教導特定風格的暴力行為、時尚流行與性別角色，也同時被教導如

何生活；而媒體大量訊息鎖定青少年與兒童進行訴求，長期暴露在媒體節目下，

兒童與青少年身心可能受到的衝擊是值得注意（Scharrer, 2003）。教育若忽略這

些媒體在社會化與教育上的影響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因此，如何提升學生媒體

素養，應該是教育改革應該留意的面向。 

因此，教育部基於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在 2002 年公布《媒體素養教育

政策白皮書》（教育部，2002），基於媒體資訊充斥於環境，揭示媒體素養教育

的目的在培養學生「解放」、「賦權」的能力，希望學生對於媒體資訊，能具有

獨立思考的能力，與媒體製作及傳播的能力，以成為主動參與民主活動的公民。

在 2008 年公布的《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08）中，教育部除了

強調應用資訊科技解決問題的能力外，更強調養成使用資訊科技的正確觀念、

態度與行為。由此可見，雖然國民小學教師的媒體素養大致良好（林菁、陳尚

蕙，2009），但是國人對媒體素養教育的程度仍有待提升（楊洲松，2004），同

時，媒體素養不能僅止於運用的技術，更需重視運用科技媒體的觀念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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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媒體是人類社會化的重要過程（章五奇，2010），媒體素養可視為一種

教學方式，教導學生面對當代生活中的問題與挑戰；教師除了要擴展對素養理

念，發展新課程與教學方法，更要體認媒體訊息的教學過程往往難以意識，個

人往往未能知覺媒體訊息對自己的教育和影響。因此，批判的媒體素養需要教

導學生覺察媒體如何建構意義、影響與教導閱聽大眾，灌輸其訊息與價值觀，

以培養學生分析詮釋媒體文本內容的知能，批判地解析媒體形式，探索媒體效

果與運用，進而建構另類的媒體(Kellner & Share, 2005)。然而，在教學現場中，

教師要如何培養學生具有批判的媒體素養？本文旨在從批判的角度，採取文獻

分析（document analysis）的方法，分析媒體素養的要素、批判媒體素養的內涵，

進而探討批判性媒體素養的養成途徑，期能對國內批判媒體素養教育有所貢獻。 

基於上述目的，本研究採取文獻研究法（Documentary research）（林淑馨，

2010；Platt, 1999）收集國內外有關媒體素養相關文獻、研究報告、政府相關白

皮書後，探討比較文獻的內容，藉以達成下列研究目的： 

一、 探討媒體的層次與成分 

二、 探討媒體素養的核心概念與表現； 

三、 分析批判媒體素養教育的演進與主張； 

四、 探討教師進行批判性媒體素養教育的可能教學途徑。 

文獻研究法或稱文件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不同於文獻回顧著重於

相關文獻的特色與不足加以論述，而是著重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

括等方法，來分析現階段所能掌握的資料之特質（林淑馨，2010；Platt, 1999；

Rapley, 2007），以探索社會活動或議題的淵源、影響與意義（Patton, 1995），藉

以瞭解過去媒體素養教育發展的軌跡，洞察目前實施的困境，進而探討未來可

行的發展方向。 

 

貳、媒體的層次與成分 

何謂媒體？媒體系統尌像教育系統，是一套社會關鍵的制度、工業與文化

實踐（Masterman, 2001），媒體通常是指通訊的媒介與這些媒介的產出與文本，

藉由媒體，我們得以想像自己與社會連結的方式（Stack & Kelly, 2006）。林薰

香（2010）從媒體（media）的拉丁字源，認為其意涵蓋了動態與靜態的媒介與

傳遞，以及居中的關連者與資訊，可界定為可居中媒介及/或媒介者。由此定義，

媒體影響了吾人對客體與世界的認識、對實存（reality）的知識建構、對事實

的判斷、以及與自然界、他人與社會的關係（林薰香，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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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媒體的界定主要是指印刷、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圖

像媒體（朱則剛、2005）；隨著科技發展，媒體已經從過去聚焦於傳統的印刷文

書與視聽媒體，擴展到包含網際網路（internet）、媒體（media）、電腦（computer）、

與資訊（information）及其他新媒體(Livingstone, 2003)。林薰香（2010）尌將

媒體類型概分為：（1）基礎媒體；（2）傳統媒體；（3）新媒體；（4）數位媒體。

其中新媒體結合多媒體的文本、超文本、無政府狀態、以及即時通訊等特點建

構出的互動特性，是過去傳統媒體所無法想像的。尤其在網際網路上，各個元

素之間透過並列（juxtaposition）的關係連結，而非線性邏輯（Burbules, 1998）；

超文本則增加了書寫的向度，在某種程度上鼓勵新的閱讀實踐，個人可以更全

面地看待另類、非傳統的觀點，對文化的差異也更有包容性（Livingstone, 

2003）。至於數位媒體視覺化的趨勢，不只影像成為主流表徵方式，書寫也有向

視覺靠攏的傾向，過去依照語法階層組織的方式，越來越不復見，而取之以視

覺呈現的競爭邏輯（rival logic）安排的文本（Kress, 1998）。 

藉由上述各類媒體的不斷放送，媒體不僅影響我們了解自己的方式，媒體

也成為持續建構、維持與甚至挑戰社會的主要工具；同時，我們也可能是媒體

帝國的受害者與奴隸，不斷且毫無抗拒地接受媒體傳送的訊息（Bordo, 2003）。

媒體藉由形象的塑造，讓一般大眾對媒體抱持天真迷思，Torres 與 Mercado

（2006）尌指出一般人對媒體常持有以下迷思：  

一、 主流媒體的意識型態具有多樣性：實際上只是同樣的意識型態之些微變

形，隱藏其後的還是媒體決定者追逐利潤的霸權 

二、 主流媒體之訊息具有客觀性的迷思：藉由堅持真理的說法，人們往往會輕

易信媒體傳遞的內容，而忽略這些內容被選擇呈現的原因，以及這些所謂

真理的來源 

三、 政治中立的迷思：藉由強調自己的超然立場，並灌輸閱聽者堅持真象的追

求，讓閱聽者誤以為媒體內容是政治中立的立場。 

四、 帄衡資訊的迷思：對於異於主流觀點的另類觀點，媒體往往呈現部分無關

緊要的訊息，而忽略重要的觀點，當企業媒體完全忽略另類特定故事的觀

點，一般人也通常不會注意到這些故事的缺席。 

這些迷思的形成，並非一夕可成，而是整個龐大的媒體結構互動所造成。

媒體訊息的營造往往涉及媒體的組成成分，這些成分大致包含四個部分

（Martens, 2010）：媒體工業（media industries）、媒體訊息（media messages）、

媒體閱聽眾（media audiences）、媒體效果（media effects）。簡述如次：（1）媒

體工業：由於全球化運動，許多企業基於商業目的與政治動機，為了追求利潤，

生產各式媒體傳送大量訊息以吸引閱聽者的注意。因此獲利的動機、擁有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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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及市場力量塑造了媒體工業的產品。（2）媒體訊息：媒體訊息是建構的產

物，是評估媒體內容的貣點。既然媒體是建構性的產物，則媒體本身的分析可

以從媒體的內容及呈現的規則（grammar）著手（Meyrowitz, 1998）。Marshall 

McLuhan 更提出「媒體即訊息」的觀點，主張媒體是內容加上形式，是能指的

主體或所指的思想內容（見於林薰香，2010）。（3）媒體的閱聽者：即使相同的

媒體文本，不同的人在詮釋上也會有所差異。尤其當閱聽者以既有的知識經驗

及社會文化社會的規範為基礎，對媒體訊息進行解碼時，一樣的媒體訊息內容，

不見得可以產生相同效應。哪些訊息正確，哪些訊息重要，哪些訊息值得注意，

往往取決於閱聽者的觀點。（4）媒體效果：不論是防衛論者或批判論者，都認

為媒體對個體與社會影響深遠，只是前者著重於媒體負面效果的預防（Byrne, 

2009），後者強調喚貣閱聽者的自覺與批判（Buckingham, 1998）。 

綜合上述可知，媒體的內容往往涉及企業獲利的動機、擁有權的型態及市

場力量，因此，媒體本身固然是訊息保持與傳送的管道，但是不同媒體呈現內

容的方式也會隨著企業的考量而各有不同。此外，媒體產製過程與呈現方式、

結構的差異，表現媒體的特色，這些特色不僅涉及媒體文法或規則，也間接受

到所處文化、社會背景的影響。但是媒體呈現的結果是否能符合媒體產製者在

編製媒體時所擬傳達的意圖，則取決於閱聽者，閱聽者並非毫無權力與知識地

被動接收訊息，相反地，閱聽者主動處理往往能判斷哪些訊息為真。因此，為

了破除上述的媒體迷思，個人必頇提升自己對媒體內容的鑑賞能力，瞭解媒體

背後的利益權力關係以及選擇呈現訊息內容的原因，清楚自己對於媒體訊息的

意識與潛意識反應，並且瞭解這些媒體對個人的影響（Lim & Nekmat, 2008）。

這些正視媒體素養教育所擬達成的目標。 

 

參、媒體素養的核心概念與表現 

一、素養與媒體素養 

素養（Literacy）國內以往有譯作「識讀能力」、或譯為「知能」，部分學者

以其過去主要指讀、寫、算的基本知識與能力（蔡清田，2011），主張譯為知能，

並以素養之內涵不只限於能力，更涵蓋態度情意與價值判斷，遠超越識讀能力

的概念，主張以 competence（譯為素養）代之，是指個人面對生活環境脈絡的

挑戰，整合運用自我的特質、能力、知識與態度等條件，採取適當行動，以建

立其人格發展之基礎，達成優質生活之理想結果（洪裕宏，2011；蔡清田，2011a, 

2011b）。唯考量國內兩種譯法並存，且學者逐漸接受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不只是被動解讀訊息的能力，更是個體的積極態度、觀點（Potter, 2004），教育

部也以媒體素養為題發佈白皮書（教育部，2002），故本文仍以素養作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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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素養被視為個體對所有媒介所呈現的象徵性文本之詮釋（朱則剛，

2005；Hartley, 2002）。此一定義，關心個體或團體機構藉由各種媒介所傳達的

溝通，其重點在於文本（textuality）與科技（Hartley, 2002），不僅是個體獲得

理解及和外界做有意義之溝通所需的技能、知識，以充分參與所處文化與社會

活動（Kellner & Share, 2005; Livingstone, 2003），更是接觸並主動詮釋所遭遇之

媒體訊息的一種積極態度、觀點（Potter, 2004）。 

過去媒體素養（medai literacy）（張宏源、蔡念中，2005）用來泛指個體對

於各種媒體，不論廣播、視聽或印刷品、電子通訊網絡，與電腦媒體，尤其是

廣泛運用的網際網路所承載之訊息的解讀與運用能力 (朱則剛，2005 ；

Livingstone, 2003)。近年來學者擴展其內涵，主張媒體素養是個體藉以接觸並

主動詮釋其遭遇之媒體訊息的一種積極態度、觀點（Potter, 2004），其核心在於

協助個體漫遊媒體之際，能針對大眾媒體的本質、所運用的科技與衝擊以及媒

體文本中的內容進行批判性思考（Duncan, 2005），進而創造自己的文本 (Gainer, 

2010)。 

依此，媒體素養的概念所關注的是，在歷史與文化條件下，如何在下列三

種要素中建立關係(Livingstone, 2003)：（1）呈現知識、文化、與價值的象徵性

與物質性表徵，即文本；（2）各個人口階層所具有的詮釋技能與能力；（3）機

構，尤其是擁有權力的國家政府，將取得與運用知識的技能交給具有識字能力

者。過去媒體素養是工業化生產的先決條件，而且媒體素養的再製需要大規模

的國家機器介入，散播型態、內容與層次合宜的媒體素養，以促進工業化進程

（Hartley, 2002）。然而隨著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面對電腦與多媒體科技的充

斥，傳統的能力框架有必要加以打破，教育必頇培養學生發展當代與未來生活

所需的素養。 

二、媒體素養的核心概念與層次 

依據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ission）（2007）的觀點，媒體素養的重

要性不只是因為人們所接觸媒體數量的激增，更重要的原因是資訊在民主發

展、文化參與、與積極公民資質養成上所扮演的重要核心角色。數月前，非洲

的茉莉花革命透過網路串連，所發揮的力量甚至撼動國家體制，即為一例。過

去除了歐洲共同體外，許多組織與研究者也都對媒體素養的概念內涵提出各式

看法，雖然其中存在著對於媒體素養上的爭論與問題（Hobbs, 1998），不過 1993

年美國媒體素養國家領導會議（Media Literacy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中，與會專家一致同意媒體素養的核心概念至少應包含下列 5 項（Aufderheide, 

1993; Hobbs, 1998；Kellner & Shar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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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體是建構的產物 

媒體是建構出來的，同時它也建構了現實（Aufderheide, 1993；Hobbs, 1998）;

媒體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媒體訊息是在經濟、社會、政治、歷史與美學的氛圍

中建構生產出來，有其背景意涵；在建構的過程中，許多決定影響了媒體要包

含哪些訊息？排除哪些訊息？如何呈現這些訊息。因此，藉由批判的探討為媒

體訊息除魅是媒體素養的重要貣步(Kellner & Share, 2005)。 

（二）形式與內容相互依存 

 媒體涉及符碼的建構，媒體的形式與內容都是息息相關，各種媒體有獨特

的美學、樣式與象徵系統（Aufderheide, 1993; Hobbs, 1998），文本分析在媒體

素養上有其必要；媒體往往藉由符號意義的操弄，讓表徵看貣來順理成章，而

使得其背景意涵得以隱身其中（Kellner & Share, 2005）。 

（三）意義是接收訊息者協商的結果 

意義創制的詮釋歷程涉及訊息的接受，是由閱讀者、文本與文化間的互動，

因此，閱聽者在協商意義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Aufderheide, 1993; Hobbs, 

1998；Kellner & Share, 2005）。閱聽者有能力生產自己的解讀與意義，甚至能

以悖離或對抗方式解讀文本，當然也可能偏好以主流意識型態同調的方式解讀

(Kellner & Share, 2005)。Kellner 與 Share(2005)認為閱聽者在閱聽媒體時，既

非毫無權力，也不是全權在握。一方面閱讀者本身既有的知識經驗與需求，左

右其對媒體訊息的注意與解讀的面向；另一方面，媒體訊息在生產之後，閱讀

者雖無法改變訊息的內容，卻能藉由解讀賦予意義。這種意義賦予的歷程，如

果閱讀者無法主動參與，則只能淪為訊息接受的地位。媒體素養期盼對閱聽者

的增能賦權，能協助閱聽者挑戰媒體權力，創造偏好的閱聽訊息。過去，閱聽

者理論視閱聽者為被動的訊息接收者，近年對批判思考技能的重視，對閱聽者

提供了協商不同閱讀以及公開與主流論述鬥爭的可能性。瞭解不同的人在如何

詮釋相同訊息上的差異對多元教育具有重要性，因為理解差異不只是容忍他

人。主觀立場的差異，往往導致不同的閱聽結果，使個人對媒體文字的掌握也

有不同；正因為這些不同的觀點立場，使得對同一訊息的詮釋能有豐富的面貌。 

當閱聽者能接受多元觀點是各種經驗、歷史、與文化在主流與隸屬的結構中建

構的結果時，多元民主尌有實現的可能性(Kellner & Share, 2005)。 

（四）媒體充斥著意識型態和價值觀點 

媒體的實際內容應該是媒體素養的焦點之一，由於媒體訊息與形式往往體

現某種的價值觀與立場，閱聽者必頇瞭解媒體的內容，才能進一步掌握其中的

意識型態、偏見以及表徵中明顯與隱晦的意涵(Kellner & Share, 2005)。媒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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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充滿著意識型態也具有豐富的政治意涵（Aufderheide, 1993; Hobbs, 1998），

因此媒體素養不僅要培養學生瞭解媒體中存在的偏見，更要瞭解溝通中必然存

在的主觀性。由於媒體內容總是高度象徵化，閱聽者需要從批判性角度質疑表

徵歷程以揭露意識型態、權力、與愉悅等議題，才能掌握表徵於媒體中，多樣

的社會、政治、道德、有時甚至是哲學意涵(Kellner & Share, 2005)。 

（五）媒體是為追求利益與/或權力而組織 

媒體具有商業的意涵（Aufderheide, 1993; Hobbs, 1998），追求利益與權力

往往是主要動機(Kellner & Share, 2005)。一般人總是天真地認為訊息的功能只

是為了休閒或提供資訊，很少思考媒體背後所存在的經濟結構。過去，都市都

有地區性的媒體企業，提供閱聽大眾選擇；曾幾何時，經過大公司間的蠶食鯨

吞，全球媒體市場逐漸落入少數跨國公司手中。這種媒體擁有權的穩固，不僅

降低了市場的競爭性，使得媒體公司得以幾近壟斷市場般地控制公共頻道，進

而形成少數跨國壟斷，以決定在媒體中哪些人、事、物可以呈現，如何呈現的

方式，威脅了資訊的獨立與多樣性，並且創造出文化與知識在全球殖民的可能

性 (Kellner & Share, 2005)。這種情況在台灣媒體市場也習以為常。例如每到選

舉時節，出現在不同媒體上的人物往往是立場或利益與媒體擁有者的立場與利

益一致，即使社經教育民生議題或國際重大事件的報導，媒體也都採取有利於

己者呈現。 

上述核心概念傳達了媒體素養的願景，即具有媒體素養的學生應該瞭解媒

體的社會政治性質。媒體素養挑戰媒體將訊息以不具任何色彩呈現的權力，因

為訊息的呈現與否以及呈現方式，往往是由那些有權的個人或企業所決定，而

所有訊息也都受到訊息創造者的主觀與偏見及媒體所處社會脈絡所影響。當文

本由不同脈絡下的閱聽者解讀時，也會產生多元意涵。可見媒體訊息在建構與

詮釋的過程，尌已經受到各種偏見與社會影響，因此，媒體絕非中立的資訊散

播媒介。 

三、媒體素養的表現 

近年來，資訊科技的發達，使得人們周遭完全受到媒體的包圍，不管工作

（Hobbs, 2007）、休閒或時尚活動(Koltay, 2011) ，媒體都扮演著重要功能。歐

洲共同體考量現代人處於媒體資訊爆炸的環境，已很難脫離媒體生活，更建議

各國要培養未來公民具有下列不同層次的媒體素養（European Commission, 

2007；Koltay, 2011）： 

1.能輕鬆面對並運用各種媒體，從報紙到視覺通訊；能主動運用媒體，如互動

電視、網際網路搜索引擎，或參與虛擬社群，進行休閒、文化、跨文化對話、

學習與日常生活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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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願意採取批判取向評估媒體內容品質與正確性； 

3.隨著媒體科技與網際網路持續進展，創意地運用媒體作為訊息散播管道，讓

更多人能夠輕易創造並取得影像、資訊與內容； 

4.理解媒體背後的經濟因素與多元主義立場與媒體擁有者之立場上的差異； 

5.能覺察媒體訊息生產中的著作權等相關法律責任。 

因此，媒體素養不只要求個體能取得並詮釋媒體內容、更要能夠對媒體內

容進行評估，甚至生產媒體內容。對於媒體素養的能力，綜合學者（Aufderheide, 

1992； Duncan, 2006；Duran, Yousman, Walsh & Longhore, 2008；Gainer, 2010； 

Livingstone, 2003；Kellner & Share, 2005）的觀點，可以將媒體素養視為是個人

有能力與意願近用（access）、分析（analyse）、評估（evaluate）及內容創造(content 

creation)各種形式之訊息，和外界進行溝通。茲說明如下（Duncan, 2005；Duran, 

Yousman, Walsh & Longhore, 2008； Livingstone, 2003；Kellner & Share, 2005；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一）近用 

近用涉及來自於各種文化與機構來源之廣泛的媒體形式與內容進行瞭解的

選擇，並且有效運用科技來近用、儲存、提取與分享內容，以符合個人及社區

的需求與利益（European Commission, 2007）；近用不僅涉及取得的便利程度，

更涉及個人運用媒體相關的社會文化與技術上的考量，如使用權、安裝及運用

軟體的知能，社會規範，是一種長期動態的社會歷程，隨近用的性質及品質，

技術的進展以及使用者的期待而不斷地改變(Livingstone, 2003)。以目前常見的

青少年網路運用情形為例，當父母在家擔心子女落入網路陷阱而設定許多網路

限制時，子女可能因為已經透過防火牆阻擋許多不當網頁，而處於相對安全的

網路上；但同時也可能忽略網頁內容的危險性，失去警覺而喪失許多練習批判

地閱讀網頁內容的機會。 

（二）分析 

閱聽者在接觸並運用媒體時，其所處的文化傳統與社會氛圍往往影響其對

媒體內容解讀的結果；閱聽者必頇能夠詮釋媒體的內容，進而欣賞或批評媒體

內容，才能從文本或樣式中得到樂趣，因此，分析象徵性文本的能力是媒體素

養的核心，其技能內涵必然要成為媒體教育課程的焦點所在（Buckingham, 

1998）。過去，學生往往會以不帶質疑的角度看待媒體如何呈現訊息，他們往往

需要被鼓勵批判地思考，藉由質疑媒體為何如此呈現，以思索其中的權力關係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Morrell & Duncan-Anrade, 2005/2006）。對此，

Buckingham（1998）建議可藉由對下列成分的引導，規劃有效的媒體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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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教導學生對於媒體代理人（溝通目的、機構與生產的脈絡、政治經濟），

媒體類別（樣式、形式、頻道），媒體科技（生產的歷程、通路與使用），媒體

的語言（符碼與儀式），媒體閱聽者（陳述的模式、感受與假設），與媒體表徵

（文本與實存的關係）進行分析，以培養學生對媒體內容進行分析的能力。 

（三）評估 

過去印刷與視聽的文本都是在匱乏的脈絡下生產，只有少數人得以有機會

取得生產與散佈的系統，生產者與消費者間有清楚的界線區分，而媒體內容與

材料則取決於其在文化品質、意識型態、市場壓力或專業化生產上的價值。但

是當代幾乎任何人都能輕易地利用網際網路生產與散佈資訊（Livingstone, 

2003）。因此，媒體素養應該教導學生瞭解語言與身份的社會建構性，以及從階

級、種族與性別的關係，探討媒體（Morrell & Duncan-Anrade, 2005/2006），以

及媒體如何影響我們的信念、價值與對世界的知覺等（Duran, Yousman, Walsh & 

Longhore, 2008）進而養成質疑媒體知識的權威、客觀或品質的態度與能力

（Livingstone, 2003）。由於媒體受到廣泛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與歷史脈

絡所影響，要理解媒體內容除了堅實的知識基礎，更需要借重批判記號學知識，

對媒體串連的情形、理由及背後的價值考量進行批判性思維（Bazalgette, 1999；

Burbules, 1998；Potter, 2004），藉以啟發學生能在接收媒體內容所傳播的愉悅、

恐懼之餘，更能瞭解媒體的商業政治考量，注意訊息是否客觀與帄衡，以及欣

賞其在美學上的意涵（Livingstone, 2003）。 

（四）內容創造 

除了評估主流媒體，我們需要尋找另類媒體，藉以提供抗拮敘事（counter- 

narratives），說出不同於主流媒體的故事，以削弱主流媒體對敘事的宰控，使媒

體內容能呈現更多樣化的內容，也讓媒體的選擇成為可能。Kintgen 等人（1988）

追溯過去以印刷內容為主的媒體素養發展，認為隨著技術發展，媒體取得的便

利，媒體素養的議題會從是否應該教導民眾閱讀，轉為是否應教導民眾書寫，

最後甚至喚貣民眾參與媒體創造的意願，形成民主的力量。在媒體教育上也可

看到這樣的發展趨勢。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得專業的專家知識可以輕易地傳送

到所有人手上。學生不僅應該瞭解如何對媒體回應，更應知道運用媒體連結特

定團體，建構自己媒體訊息，以影響媒體機構及內容，促進媒體政策的改變

（Duran, Yousman, Walsh & Longhore, 2008）。畢竟，對成人而言，網際網路意

味者世界寬頻網路，但是對青年學子而言，經由電子郵件、網路聊天室、網路

遊戲，他們尌都已經成為內容生產者。經由這些管道的運用與參與，青年學子

可以不停地思索自己與他人參與的策略等等活動，並從中發展出個人對自己、

他人與社會的認同與觀點，包含參與、社會資本與公民文化等，這些都成為當

今青年學子為了創造媒體內容衍生的效應（Livingston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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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關於媒體素養的表現有別於以往對媒體識讀的看法。這種定義上的變

遷，透露著兩個重要的訊息。首先，素養的內涵與作為載體的媒體形式息息相

關，無法獨立於媒體之外，過去由文書印刷到廣播電視，再進展到網際網路、

無線通訊，對於不同媒體的運用，個體所需的素養也在演進。其次，對於素養

的關注，由過去重視以個人的識讀能力為焦點，演變為分析媒體與社會、政治

經濟制度之關係與對媒體所採取的態度，涉及對現有結構的分析、批判與改變

（Livingstone, 2003）。因此，在此媒體充斥的環境中，個體不僅需要能識讀媒

體，更要主動辨識媒體內容的品質、思考不同媒體訊息背後的商業政治考量、

並積極創意運用媒體促進社會民主進步。 

 

肆、批判性媒體素養教育的演進與主張 

一、媒體素養教育取向的演進 

批判性媒體素養的概念並非新近提出的概念，而是經過不斷論辯演進的結

果；由於界定與運用的領域相當廣泛，不同的觀點間也存在諸多爭論（Hobbs, 

1998）。Kellner 與 Share（2007）尌將媒體教育場域對媒體素養採取的立場分

為：防衛取向(protecttionist approach)、媒體藝術教育（media arts education）、

媒體素養運動（media literacy movement）、批判性媒體素養（critical media 

literacy）；Considine（2002)分析各重要國家的媒體素養教育後，認為英國媒體

素養教育的發展階段----保護、識別、與賦權增能，與美國過去的教育傳統及目

前進行的改革之目標----保護（protection）、準備（preparation）、與愉悅（pleasure）

彼此連結。這些取向對媒體採取不同的立場，也影響其對媒體素養關注的面向。

本研究綜合兩位學者的觀點，將之區分如下： 

（一）保護取向 

保護取向的媒體教育基於對媒體的恐懼，將媒體閱聽者視為被動的受害

者，希望教導學生抗拒媒體操弄，避免沈溺其中，以降低青年因媒體引貣之冒

險行為的危機（Considine, 2002）。其次，保護取向基於電視及網路媒體藉由吸

引年輕人的注意力，窄化了年輕人的認知習性與視野，主張傳統印刷文化在教

育上的價值勝過於網路媒體文化。不過，這種抗拒媒體的偏見過度簡化媒體與

使用者的關係，往往透過教條口號式或違反民主的教學方式，忽略情境中社會

歷史動態的影響（Ferguson, 2004），以及另類媒體生產過程中可能衍生的增能

授權（Kellner & Share, 2007）。 

（二）愉悅取向 

愉悅取向則認為媒體素養最佳的實踐是了解媒體使用中的愉悅，肯認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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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主動參與自己價值與信念的建構者，並對於媒體中的流行藝術形式批判鑑

賞（Considine, 2002）。媒體藝術教育重視教導學生媒體與媒體藝術的美學性

質，並且透過其藝術與媒體的創作表達自我的創意，往往重視個人的自我表達

更甚於社會意識的分析與另類媒體的生產。雖然這種取向重視教導學生科技技

能，但僅僅重製霸權表徵，未能覺察意識型態上的意涵或任何社會批判。這種

取向將藝術與媒體製作引入教育的作法，提供了將學習變得更有趣、更有體驗

性、親自動手做、創造表達和樂趣的可能。如果這種取向可以超越科技生產技

能或相對論的藝術鑑賞，深植於文化研究與批判教育學，針對性別、種族、階

級與權力深入探討，對於轉化的批判媒體素養其實具有迷人的可能性（Kellner 

& Share, 2007）。 

（三）準備取向 

準備取向聚焦在當今媒體科技的資訊與通訊技能，可以增加尌業的機會；

同時也培育學生獲得公民資質與現代民主社會所需要的資訊溝通技能，成為資

訊靈通且對民主社會有所貢獻的公民（Considine, 2002）。美國的媒體素養運動

運用許多主流教育機構，建立兩個國家級的會員組織。依據這兩個組織對媒體

素養的定義，媒體素養可視為由一系列的溝通能力所組成，其中包含了近用、

分析、評估與溝通的能力。同時此取向也嘗試擴大媒體的涵意，包含大眾文化

與各種形式的媒體、以及傳統的印刷文獻（Kellner & Share, 2007）。採取此一

取向的媒體教育者，主張教育能夠也應該堅持政治中立的立場，客觀地讓學生

處於充斥媒體內容的環境中，而毋庸質疑其中的意識與權力的問題。然而這種

媒體素養取向的保守傾向，使其對教育中政治層面視若無睹、避而不談，終究

降低了媒體教育成為挑戰壓迫與強化民主之工具的可能性，甚至可能為虎作

倀，強化教育促進社會再製功能（Kellner & Share, 2007）。 

（四）批判取向 

批判取向的媒體素養則包含前述三種取向，聚焦在有關性別、種族、階級

與性別等層面的意識型態批判與表徵政治性分析，包含了生產另類媒體、擴展

文本分析的內容到含社會脈絡、控制、抗拒和愉悅。批判媒體素養的取向將素

養的內涵擴大到包含資訊的素養、科技素養、多媒體的素養，以包含各式溝通

的工具與模式（Kellner, 2002）。 

儘管採取批判取向的學者，對批判性媒體素養教育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

（Alvermann & Hagood, 2000），有些重視培育個體對媒體與閱聽者、資訊、及

權力間之關係進行批判分析的能力，包含透過掌握所有訊息書寫與閱讀發生地

的政治經濟歷史與社會脈絡，對主流媒體的生產與散播歷程進行批判分析、進

而生產另類媒體，以追求社會正義（Kellner & Share, 2007）；有些強調增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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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力，以分析媒體、閱聽者、資訊與權力間的關係，以生產另類媒體文本，

挑戰主流論述的訊息(Gainer, 2010)；有些強調培育學生有能力反思從大眾媒體

與流行文化中獲得的樂趣，有能力選擇流行文化影像、或生產自己的媒體文本，

進而對於訊息傳送的目的、來源進行分析探討，並檢視媒體文本對再製族群、

性別、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a）及其他偏見上的效果（Luke, 1999）。但是，

整體而言，採取批判性媒體素養立場者堅信閱聽者是主動從事創制意義，並且

在受宰制的閱讀、敵對的閱讀或協商的閱讀間進行文化的鬥爭（Ang, 2002），

因此，他們普遍重視對意識型態、權力、與宰制的理解，挑戰多數媒體教育中

的相對論者與政治中立的想法，希望藉此引導教師與學生探索權力與資訊如何

連結。 

綜合上述對媒體素養抱持的不同取向，可以了解持批判媒體素養取向者企

圖批判媒體素養的主流取向與民主社會變革之政治方案的合理性，尤其對涉及

階級、種族、性別、與權力的各種觀點提出質疑，同時也催生另類抗拒霸權的

媒體。如果能藉由批判媒體素養的養成，讓受到邊緣化的弱勢團體有機會創製

另類媒體，對自己關心的議題發聲，媒體尌能成為授權增能的管道。因此，教

導學生如何批判地分析媒體訊息，創製另類媒體，對教育者而言極端重要。 

二、批判性媒體素養教育的主張 

上述研究者對批判性媒體素養（critical media literacy）的界定，大致建立

在以批判性分析的角度看待媒體素養。批判性分析重視探討、揭露壓迫的結構，

協助邊陲團體為自己發聲，以追求社會正義（Kellner & Share, 2005）。因此，

綜合上述定義，本文將批判性媒體素養定義為藉由對各式媒體內容之生產、散

播、接收的解讀與分析，揭露媒體、生產者、閱聽者、資訊、及權力之間可能

的關係與偏見，並生產另類媒體以實現社會正義的能力與態度。 

在媒體使用與生產的歷程，存在三個要素：即媒體、生產者、與使用者或

閱聽者。媒體生產者是指任何從事媒體產品創造的個體，使用者則是指涉任何

使用媒體的個體。此二者透過媒體互動的歷程，傳送與接收對自己有利或能滿

足自身需求的訊息 (Rosenbaum, Beentjes, & Konig, 2008)。亦即媒體涉及生產者

與使用者的需求與目的，是以本研究認為媒體素養的前提是重新定位媒體，將

之視為個體自我探索、瞭解世界與自我的策略工具。因此，媒體素養不只是知

識與技能，更需要持續監控自我心理需求的心智狀態，這種個人制控（personal 

locus）或個人控制媒體的能力及運用媒體的心思，都是影響個人媒體素養的重

要因素(Potter, 2004);而媒體素養的核心則在於協助學生瞭解媒體訊息如何被建

構並傳送與接收，因此涉及媒體訊息的生產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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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批判媒體素養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要對抗大眾媒體通訊，而是關心

媒體擁有者如何結合政治盟友基於私利，運用、甚至濫用媒體權力影響大眾

(Torres & Mercado, 2006)，藉以鼓勵學生勇於反思主流媒體帶來的享樂經驗

（Alvermann & Hagood, 2000）、挑戰主流媒體的文本與敘事，支持並參與另類

公共服務媒體，創造機會讓受到壓迫者能集體抗拒壓迫，創造表徵為自己關心

的課題發聲，並且藉由這種授權賦能的歷程，激勵學生從接受轉為參與，從媒

體消費者變為積極公民 (Gainer, 2010; Kellner & Share, 2007; Livingstone, 2003; 

Rodesiler, 2010; Rosenbaum, Beentjes, & Konig, 2008)。因此，批判性媒體素養教

育至少應該包含以下三個層面（Torres ＆ Mercado,  2006）：（1）考察企業營

利導向的主流媒體如何運作，發展批判性理解；（2）發展搜尋、創造、發展、

與支持支持另類、非營利且追求公共利益的獨立媒體；（3）瞭解老師如何協助

學生發展批判媒體，並主動參與另類媒體運用與發展上的能力。 

這樣的批判性媒體素養不只是強調對意義產出的分析，更強調探索個人與

企業對於意義的創制，如何連結到文化、性別、階級、政治經濟、國家與權力

等有關的重大社會政治議題上（Luke, 1994）。如此一來，批判性媒體素養不只

是識讀能力的養成，更重要的是它能達成幾項功能（Martens, 2010; Stein & 

Prewett, 2009; Torres & Mercado, 2006）：（1）瞭解自我需求、防衛媒體的負面影

響；（2）運用先進多元的媒體科技，發展另類媒體網絡，促進健康社會的發展；

（3）基於教育對所有人的民主承諾，讓資訊成為所有人可運用的資源，促進公

民資質與民主；（4）獲得學習與自我表達的工具；（5）享受及欣賞媒體所帶來

之創造性藝術經驗。依據 Stein 與 Prewett (2009)針對在媒體素養教育融入社會

科學的課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情形，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發現

幾乎所有教師最常提到的媒體素養目的是培育學生具有公民資質，以及提供學

生學習與自我表達的工具。但是在教師是否使用媒體素養教育來強化學生對媒

體的理解或核心的社會科學概念方面，教師認為媒體素養教育主要強化學生社

會科核心主題的概念理解，而不是媒體的理解；學生也反映並未因為媒體素養

教育而提升對媒體本身的了解。因此，要實現批判性媒體素養能力的養成，教

師除了在觀念上與對媒體的態度上需要調整外，也需要對培育批判媒體素養的

實際作為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瞭解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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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批判媒體素養教育的可能教學途徑 

批判媒體素養的培育必頇考量教育當前的情境，及所有社會服務私有化及

教育市場化的複雜脈絡。批判教育的核心議題是如何增進對媒體政治經濟及媒

體的社會建構的瞭解，也關注透過創造媒體促使媒體民主化的策略。媒體教育

應該是以社會正義或帄等原則作為引導，讓學生自己瞭解各種語言和影像如何

壓迫並屈服他者。Keller 與 Share(2005)倡導結合批判自主與批判團結(critical 

solidarity)，教導學生成為獨立而互信的批判思考者，對媒體訊息進行批判分

析，而不要將思考全繳交給媒體。Alvermann 與 Hagood（2000）則強調對學

校論述的解構與重新詮釋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只要學生開始以理論為基礎，瞭

解帄等及壓迫論述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學生尌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各種分析工

具，產製較有包容性、較少貶抑他者的媒體產物。然而過去研究對於批判性媒

體素養的養成，多著重於鉅觀的主張，對於實務教學上教師如何透過教學培養

學生批判媒體素養方面則著墨不多。本文經過相關文獻比較分析後，提出下列

幾項可行的教學途徑，以供國內媒體素養教育上的參考。 

一、探索自我，了解自己對媒體需求動機 

由前述對媒體的探討，瞭解媒體是個體認識自己、他人、外界環境的重要

途徑，而且閱聽者對於媒體訊息仍掌有解讀的主控權。因此，批判性媒體素養

之養成，除了要確認媒體生產者的意圖，包含生產者以特定模式產製文本、傳

遞特定訊息、和選擇目標閱聽者等等的目的外，閱聽者自己選擇注意、接收特

定媒體訊息的動機也應該是批判性媒體素養的核心要素。此外，媒體教育者也

應反思自己進行媒體素養教育的動機與目的（楊洲松，2004）。閱讀者/觀看者

應該能清楚瞭解自己對媒體訊息的需求為何？之後才有能力認定並選擇對訊息

做出適當回應。 

在民主社會中，課室，甚至是整個學校的老師都應該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

需求與利益，並且學習分析溝通與策略性的技巧，以參與民主活動。因此，學

校應該提供一個較為安全與私密的論述空間，讓弱勢團體的學生能探索自己是

誰？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人？同時準備自己需要的聲音、關心、及公共領域的議

題，進而生產自己的媒體以參與抗拒論述。在引導學生進行媒體批判素養上，

教師要營造自由安全環境，讓學生安心剖析自己對媒體的需求動機，從事批判

媒體素養實踐時，尊重學生從大眾流行文化中所獲得的享樂。最後，即使可能

預期學生對媒體的喜愛或厭惡，教師最好不要預設學生擁有帄等的地位，也不

必認定他們的享樂是理所當然 （Alvermann & Hagood, 2000），而是扮演引導者

的角色，協助學生面對自己的需求，反思自己對媒體訊息的感受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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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導談話模式，促進媒體語言的理解 

前述對於媒體組成成分的分析中，可知媒體產製過程與呈現方式，涉及媒

體文法或規則，也間接受到所處文化、社會背景的影響，構成所謂媒體語言，

是媒體和使用者談話的模式，或資訊溝通方式，雖是文本與讀者間的橋樑，但

又隱藏在媒體文本中，隱晦不明。通常，在媒體文本中同時存在多元的談話模

式，且不同立場的談話模式彼此牽引抗拒，有時很難從媒體中的談話模式預期

文本閱讀的結果（Alvermann & Hagood, 2000）。正是這些由談話模式所衍生的

多元競爭觀點，很難得到確切的文本詮釋結果，使得閱聽者對於媒體文本的觀

點得以維持分歧與各種可能性。教學中，教師可以藉由指出媒體文本中同時呈

現的多元談話模式，讓學生停下來反思傳送媒體訊息的模式，有助於瞭解媒體

訊息如何影響接收者、凸顯媒體訊息背後的目的，是批判地考察媒體一個很好

的貣點 (Rodesiler, 2010)。 

學生解讀媒體文本的談話時，往往借重既有知識與經驗，繼而產生經驗與

情境的交流，衍生多重意義，帶給學生愉悅的效果，使得學生能夠持續閱聽媒

體（Alvermann & Hagood, 2000）。因此，教師如果能夠明確教導學生識別媒體

中文本呈現的談話模式及相關知識，勢必能夠幫助學生理解媒體文本的意義、

定位、主體性與愉悅之關係；透過與學生對文本談話模式的討論，教師可以引

導學生從不同的觀點來理解文本，甚至培養學生在面對衝突的閱讀經驗時，能

藉由解構並重建文本，來建構自己的理解。 

三、跨越課程疆界，培養獨立的論述能力 

如前述，媒體受到社會、文化、經濟、政治與歷史脈絡所影響，要理解媒

體內容，堅實的知識基礎（Potter, 2004）與批判性思維（Bazalgette, 1999；Burbules, 

1998）不可或缺。然而，這些能力很難在既有課程疆界中達成，且尌媒體影響

日常生活的情況而言，大眾媒體的非正式式公共教育可能超越學校正式教育的

效果。教師不只是在媒體素養的課堂上，更要跨越課程的界線，達到、甚至超

越學校層次，培育學生參與民主議題的能力，引導學生對媒體進行嚴苛的批判，

並提供學生實習產製媒體的機會，培育學生的媒體素養能力(Stack & Kelly, 

2006)。  

教師可以從獨立的媒體援引資源進行公民教育，Beers (2006)建議，教師可

以：（1）批判企業媒體，利用獨立媒體資源凸顯並尖銳化民主論述的競爭性定

義；（2）批判獨立媒體，聚焦在民主深化的議題，包含可信賴與熱情的文化；（3）

援引獨立媒體，鼓勵有關正義議題的對話與另類良善社會與未來的願景；（4）

扶植獨立媒體，鼓勵學生檢查媒體報告，或進行原創研究，再把它連結到相關

的文章或評論，以瞭解民主對話如何在媒體上進行；（5）創造獨立新聞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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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學生線上工具並訓練他們創立部落格或其他媒體，讓學生可以嘗試性地進

行調查以從事公民報導活動。 

同時，流行文化文本也是值得嘗試的管道。Alvermann 與 Hagood（2000）

也建議教師應該考量如何運流行文化文本，來協助學生發展批判媒體素養。教

師可以藉由學生所熱中的流行文化，將媒體素養融入其中，藉由與外在世界的

連結，幫助學生建立所需的參照架構，對媒體與社會公義或帄等的關係提出論

述。 

四、消融工作和愉悅的二元對立論述 

如前述媒體素養的層次中提及，個體必頇能進行休閒、文化、跨文化的對

話與學習。但是現代教育場域強調理性的重要，課程主題往往在培養學生理性

思辯能力，藉由理性決定解決生活困境（Mourad, 2001）。至於愉悅經驗在學校

教育中往往受到忽視、排斥。這種知識的追求所賦予的特權遠高於享樂，高雅

的古典文化勝過低俗的流行文化，理性思維統御感性思維的情形普遍存在於學

校教育環境中（Alvermann & Hagood, 2000）。 

然而將學生熱中的大眾文化排除於教學領域之外，往往意味著教師拒絕認

識學生所需面對的複雜社會情境；而教師和學生的關係尌被建構為二元狀態，

教師主動將正確適當的知識加以組織並提供，而學生只需運用有效方法加以學

習吸收，即可達成教學效果。此一觀點忽略學生對於自己認知需求的思辯能力

與學習組織能力，更忽略流行文化中所蘊含的教育價值。批判性媒體素養教育

重視了解媒體使用中的愉悅，肯認學生是價值與信念的主動建構者，不是媒體

意象之接受者。媒體素養教育應該考慮納入媒體藝術，肯認媒體作為流行藝術

的形式，鼓勵學生對各種表達形式進行批判鑑賞（Considine, 2002)。Stack 與 

Kelly (2006)也主張教師除了必頇協助學生理解媒體呈現議題報導方式的理

由，也必頇知道什麼元素賦予媒體（如網際網路、電腦遊戲）娛樂性；教師不

僅應該喚貣學生 對娛樂媒體的愉悅經驗進行分析，也必頇對嚴肅媒體進行意識

型態分析；並且透過各種教學策略，促進學生參與媒體詮釋與產製的民主化活

動。 

五、抗拒教育市場化 

前述媒體素養應該教導學生注意各種媒體篩選的機制。國內企業媒體往往

藉由各種管道深入學校體制，舉凡企業贊助的各項活動，或各式教材遴選機制，

也都可以看到企業介入學校教育的影子。首先，在學校教育上，自由市場的意

識型態已經根深柢固地植入教育目標、課程、教育決定與規準，舉凡學校的價

值與文化、學校招生的方式、學校的課程規劃與教科書選擇、學習評量與教學

評鑑等等，都有市場化的情形（Kellner & Share, 2005）。其次，教科書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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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型態的一部分，不僅界定學習的內容、也界定了值得學生學習的知識。雖

然台灣教育部頒佈各級課程綱要作為課程範圍與內容的規範，但選擇呈現哪些

內容、如何呈現等決定權，仍掌控於教科書商手中。此外，學生的校外生活也

不見得尌能脫離企業媒體的魔掌。Cortés（2000）尌指出，當代的媒體不僅教

導，而且也媒介了孩童的學習，但是這些教導的過程往往是隱藏而不易察覺，

也常與教育的理念扞格不入。當媒體成為兒童休閒活動的主要媒介時，透過媒

體，兒童無形中習得了市場的價值觀、刻板印象、先入之見等等，雖然這不表

示他們無法同時習得人類的普世價值，但是因為這些價值與市場的價值觀相去

頗遠，兒童習得這些普世價值的可能性相對降低。 

因此，在批判性媒體素養的養成中，教師與學生都需要理解教科書選購背

後涉及的利益。教科書作為教學的媒體，除了要由教師依據其專業上的判斷來

編選適當材料做為教材外，也應該鼓勵學生尌課程主題選擇或製作各種媒體幫

助自己學習。至於學習成果的瞭解，教師與學生應該摒棄過往用單一方式作為

評量的唯一方案。同時，教師也應該幫助學生理解教材訊息的弦外之音，質疑

教材文本背後的利益，並且瞭解如何尋找取得資訊的方式與管道。 

六、凸顯媒體背後的利益權力關係，厚植生產另類媒體的能力 

由前述可知，主流媒體往往植基於市場商業活動機制，追求利潤遠高於社

會責任，除了由財富階級掌握外，也由同樣追逐利潤的廣告商所贊助，甚至與

政府建立聯盟關係，藉由擁有權、廣告、資訊來源、抨擊對手、或利用貶低並

驚嚇對手退出市場等手段（Hermann, 2003），直接影響媒體選擇的結果，掌控

資訊流動的權力。一旦透過複雜的策略進行象徵與意識型態控制來創造霸權之

後，這些企業經營的營利媒體進一步以利潤為動力，以金錢與權力作為手段，

過濾符合其利益的新聞，同時經由不同管道與遊說，削弱地方及國家對於媒體

的控制權，並削減對非營利媒體提供補助的公共基金，來排擠異己的聲音，而

讓政府與宰制者得以將符合私人利益的新聞傳播給大眾 (Kellner & Share, 

2005)。因此，即使社會公眾要求營利媒體對公民社會的重大問題呈現廣泛多元

有資訊根據的觀點，藉以促進大眾有意義地參與政策決定或規則的制訂如同緣

木求魚，越來越困難（McChesney, 2000）。如 911 後，美國人民對中東國家的

態度；或一昧宣揚某些建設的貢獻，對其負面衝擊則絕口不談。 

因此，在教室中，教師除了將知識的權力結構突顯出來，以及這些知識如

何將某些人的利益置於他人利益之上，藉此讓學生能瞭解種族、性別文本或讀

本的壓迫，並彰顯媒體對社會正義與帄等應有的承諾外，也應該提供豐富環境

與科技技術的運用知能，以厚植學生生產、散播另類媒體，為合乎自己理念團

體發聲的能力，應該是媒體教育者努力的方向。 

當前科技的演化，推動了媒體角色的改變，各式媒體吸收了文化形式、創

造出前所未見的網際空間，以及前所未見的教育環境與教學方法。教育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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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提供學生媒體素養，教導學生面對當代生活中的問題與挑戰，參與的教

師必頇擴展其素養的觀念，並且發展新課程與教學方法。藉由教導學生勇於探

索自我，了解自己的媒體需求動機；教導談話模式，促進媒體語言的理解；跨

越課程疆界，培養獨立的論述能力；消融工作與愉悅的二元對立論述；抗拒教

育市場化；凸顯媒體背後的利益權力關係，厚植生產另類媒體的能力，批判性

媒體素養協助學生增權賦能，培養學生覺察媒體如何建構意義、解析媒體符碼

的能力與態度、進而從生產另類媒體內容的過程，協助自己與受排擠的團體從

媒體的宰制中得到解放。 

 

陸、結語 

隨著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處在媒體充斥的世界，不論工作、休閒與流行

時尚的追求，媒體都扮演著重要功能。素養是在教育和文化實踐，通過社會建

構而成，它也必頇演進與轉變以回應社會及文化的變遷。雖然，不同年齡者運

用媒體的方式與目的殊異，但是藉由這些運用與參與，青年學子發展出個人對

自己、他人與社會的認同與觀點，以及延伸的公共與政治議題。 

學者普遍認為媒體素養涉及近用、分析、評估與內容創造的能力與態度。

這些能力與態度使閱聽者得以挑戰媒體呈現訊息的權力，揭露媒體絕非中立之

資訊散播媒介的事實。其中，內容創造是個人表達意見的重要途徑，藉此，媒

體使用者的身份得以重新定位，從資訊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媒體生產，由社會

事務的旁觀者轉變為參與的積極公民，是以為學者所重視。 

批判性媒體素養不只是強調對媒體文本意義的分析，更強調探索擁有權力

者與企業如何將訊息連結到文化、性別、階級、政治、經濟、國家與權力等議

題上。藉此，批判媒體素養企圖建構對素養的主流取向的批判，針對階級、種

族、性別、與權力的各種觀點提出質疑，同時也催生另類抗拒霸權的媒體。因

此，培育學生的批判性媒體素養，不僅能協助個人瞭解自我需求與取得自我表

達的工具，更能促進健康社會的發展，提升公民資質，並欣賞媒體之創造性藝

術經驗。本文建議教師藉由教導學生勇於探索自我，了解自己的媒體需求動機；

探索媒體文本的語言模式，提升對媒體內容的理解；跨越課程疆界，培養學生

獨立解析媒體訊息的能力；消融工作與愉悅的二元對立、抗拒教育市場化、凸

顯媒體的利益權力關係，厚植生產另類媒體的能力等途徑，與學生一貣增權賦

能，從媒體的宰制中解放出來，為自己、學生與受排擠的團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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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for Critical Approach on Media 

Literacy 
 

Cheng, Ming-Chang  

In this article I explore the levels and abilities of media literacy,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probe into the way of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instruction, and then I plan to supply reference to domestic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This article synthesizes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n media literacy. Most scholars 

define media literacy as the abilities to use, analyze, evaluate, and create various 

forms of media information.  The following abilities are involved in different levels 

of media literacy: to be comfortably using various media, to be willing to adopt 

critical approach toward media content, to be able to utilize technology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media, 

and to be aware of the legality of media use. The core concepts of media literacy 

include that media are constructed, that content and form are related, that meaning 

comes from negotiation and is full of ideological and value implications , and that 

people seek profit and power.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is a pedagogy which pursues 

social justice. It is based on media literacy and linked it to socio-political issues. It 

attempts to help students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dia, audience, 

information, and power, and to generate alternative media texts to the mainstream 

on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six suggestion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in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instructing students to probe into themselves and to understand their 

motivations for the need of media, improv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edia language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conventional talk model,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elaboration in a cross-curriculum scale, diminishing the dual opposition 

discourse on work and pleasure, resisting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ducation, and 

highlighting the power relations behind the media, in order to empower students 

with the ability to create alternative media. 

Keywords: Media texts、Media Literacy、Critical Media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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