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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團

105年3月3日臺南市媒體識讀與性別平等教育教學示例研習 主講者
第一堂課 淺談媒體識讀

徐至賢
趙心暐

第二堂課 在媒體中看見性別
王旻虹
林慧貞

第三堂課 性別電影讀書會(討論及發表) 沈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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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團

下課後的友誼
現代―《部落衝突》野豬騎士來嚕

以前―《殺online》殺很大

媒體與孩子的生活息息相關

【部落衝突】官網

殺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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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媒體：書籍、報紙、雜誌…
電子媒體：電視廣告、新聞報導、

綜藝節目、電視連續劇、
卡通、電影、廣播……

新媒體：電腦、網路、手機……

狹義分法

媒體
訊息

環境 混媒體

多工

廣義分法
現在已進入混媒體與多工的時代，每個人同時利用多種媒體處理很多事情，就像是一邊看報紙
一邊聽廣播，一邊看電視一邊講手機。而混媒體時代的來臨打破了媒體本身的傳統特質，好比
使用手機可以通訊，但除此之外，還可以聽音樂、打電動上網，使用電腦也可以聽音樂看電影。

試著想想看，當你一天醒來，使用了多少媒體？接收了多少訊息？你可以不使用媒體，但訊息
仍舊會飄然至你眼前，因此廣義的來說媒體就是訊息、就是環境，無人能自絕於外。

《參考資料》媒體中的性別議題，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 李律鋒盧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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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資訊並不全然真實地反映世界

媒體訊息都經過複雜的篩選、包裝、選擇與組合

訊息的呈現，可能受到各式影響

媒體的傳播科技特質，塑造了媒體表現形式或內涵

閱聽人是媒體工業運作下所產生的市場商品

魚在水中，不㇐定知道水的存在……
每天接觸媒體的我們，㇐如被稱為「媒體預言家」的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魯漢 (Marshall McLuhan)所形容，是㇐群活在水裡卻感知不到水存在的魚。



2016/3/1

5

媒體使用率：

(資料來源世新大學2013臺灣民眾媒體評鑑大調查)

97.9%

74.9%

61.4%

32.3% 31.4%

青少年的網路與社會關係(資料來源:政治大學張卿卿教授、交通大學陶振超副教授【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5.7.15)
一、青少年網路的正面功能與負面影響：年齡越大青少年網路技能越強，上網時間越長，從事網路正

向和負向的行為也越多；男性青少年最常作的負面行為是「不小心上到色情網站」及「玩暴力的
線上遊戲」，女性青少年較容易在網路上遇到性騷擾。

二、分析青少年的網路技能與素養：網路使用時間越多，青少年網路使用技巧越高，但對於批判素養、
社會結構素養與工具素養的能力養成沒有幫助

三、探索青少年校園與網路霸凌，及霸凌與被霸凌之間關係：
a.校園霸凌較網路霸凌普遍，並以國、高中生較常成為網路霸凌的加害者。
b.社群媒體及線上遊戲是霸凌溫床，以「對罵人、嘲笑或捉弄同學的訊息按『讚』」的間接霸凌居多。
c.青少年在網路上遇到霸凌時，最常見的策略則是「忽略」。
d.學業表現、線上數位電玩是預測網路霸凌行為的顯著因子。
e.在學校曾被霸凌、霸凌他人，或曾在網路上霸凌他人者，都較有可能也在網路上被霸凌。
四、青少年不得不使用臉書的原因：
a.總是害怕錯過任何與朋友間的社交互動所產生的焦慮。
b.持有「不得不用」動機的青少年，對於自身的生活以及社交現況，感到不滿，且生活中備受壓力。
c.青少年使用臉書動機較偏向社交型使用，而成人則多為維持現有關係及察看他人資訊的工具型使用。
五、青少年友誼網絡與傳播網絡的異同：
a.青少年在真實世界與網路世界互動的朋友有相當大比例重疊。
b.臉書讓青少年在下課後可持續互動，網路不僅成為青少年邀約出遊的工具，更成為討論功課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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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素養是有能力去：
分析（analyze）媒體訊息
評估（evaluate）媒體內容
產製（produce）各種媒介訊息
達到愉快（pleasure）使用與溝通（communicate）思想、傳達訊息的目的
有能力接近使用（access）媒體，表達對準公共議題的意見

教育現場因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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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識讀 媒體素養

主要內涵 認知能力 認知、態度、觀念、行動

目標 防疫主義 準備公民生活

主體 媒體消費者 公民

脈絡 消費選擇 公共領域

主要教學活動 文本分析 重視媒體產製與近用

願景 個人資訊健康 健康資訊社區

媒體的限制，就是世界的限制。

---- Ludwig Wittgenstein (美國語言學家)

丟掉假象比找到真實更有智慧。

----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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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團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媒體真實->真實社會=>媒體化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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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壯志 or  身材肉體
劃錯重點

畫面會影響閱聽人

唯利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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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常慣性地強化傳統社會性別刻板印象
這就是Why我們坐在這的原因?

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大家來找碴 Part 1
三洋媽媽樂

男人真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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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找碴 Part 2
異口同聲

去你的餓

廣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許多廣告透過影像、符號的表徵，再現父權體系與物化女性的
意識形態，而潛移默化進入觀看大眾媒體的大眾心中。

商業社會經常會將女性包裝商品，儘管商品與女性之間並無一
定關聯，但是卻被綁在一起，像是家庭用品廣告，會以約定成
俗對性別家事分工來做商品表徵。

許多廣告更是以外貌條件為導向的女性形象呈現在大眾的面前，
廣告中強調所謂美麗的標準，更是忽略了女性其他的價值。

摘錄自台灣立報 媒體素養向前走：廣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577，廣告與性別--廣告中女性角色的建構http://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2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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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找碴 Part 3
教學影片-家有四千金

我的寶貝四千金

偶像劇中的性別議題
性別刻板印象

男子氣概：男性權/暴力

女性氣質：女性「受害者」、「弱者」印象

職業的性別區隔：小開老闆VS秘書幼教老師

「女人和女人的戰爭」? 

婆媳? 小三 ? 甚麼是好女人? 壞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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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找碴 Part 4
電玩-降龍之劍

電玩廣告「I及豔后」

海賊王

卡通和電玩中常見的性別議題
性別刻板印象

色情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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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怎麼辦？
做一個主動的媒體公民

而不只是消費者。

監督媒體

媒體識讀課程

用媒體識讀來解毒
讓我們把「像女孩子一樣」變成一句超棒的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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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團

您滿意目前的外表嗎？
您滿意目前的體重嗎？

增肥，增哪一部份？

減肥 減哪一部份？

身體意象
美麗迷思 別當紙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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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性別的認識 男/女/？
您對性取向的接受程度？

自己 ？
家人 ？
朋友 ？
路人甲乙 ？

性別情感/認同
谷阿莫-丹麥女孩

您看廣告或選擇轉臺？
您曾被廣告感動過嗎？

最喜歡？

最有感？

曾應用於教學嗎 ？

適性選擇
性別/生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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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被新聞感動過嗎？
您曾用新聞當教材嗎？

融入與應用？

環境與性向興趣
家庭/職業選擇

教學示例：性別與媒體識讀資源手冊
臺南市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輔導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