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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旨是以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與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檢視中
文的新聞採寫教科書.以下分兩部份簡述:

在族群方面,本文主採取 Kincheloe & Steinberg 對多元文化論
（multiculturalism）所作的五種類型 ：「保守」的、「傳統自由主義」的、「多元
論」的、「批判觀點」的、以及「左基」的觀點，來檢視新聞採寫教科書中處理
原住民族群報導方式。研究發現，英文採寫教科書中雖較強調「傳統自由主義」
和「多元論」觀點的多元文化立場，但仍然缺少系統性的「批判觀點」的多元文
化論；國內教科書早期顯示較「保守」的態度，八零年代以後，則亦以「自由主
義」和「多元論」的觀點為主。中外教科書中均未採取「左基」觀點的多元文化
主張。本文最後建議我國的新聞採寫教科書增加批判觀點的多元文化論討論，並
能對於爭議性的族群議題提出兼顧社會整合、族群文化維護、以及個人自由的深
入討論。
在性別方面，本研究選擇新聞傳播科系入門的基礎新聞採寫教科書作為分析對
象，檢視這些書中在界定新聞記者的角色、新聞價值、以及呈現性別角色時，如
何帶有不當的性別偏見。同時，本論文也將選擇國外具有性別意識的新聞採寫教
科書，探討其如何定義新聞和記者，最後則提出對我國新聞採寫入門之教科書之
修改建議。

關鍵詞：多元文化論、女性主義、族群新聞、新聞報導、新聞教育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proposed to analyze the journalism textbooks from 

multicultural and feminist perspectives. It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about the 
review of the ethnic coverages, the other is the review of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With respect to the ethnic coverage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Kincheloe and 
Steinberg’s classification of five kinds of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to review news 
writing textbooks regarding the ethnic coverage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English 



news writing textbooks mostly take the traditional liberal and pluralist perspectives, 
and lack of a more systematic analysis from the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t point of view. 
The earlier Chinese news writing textbook are more oriented toward a conservative 
perspective, and the books after 1980 are tended toward the traditional liberal and 
pluralist perspectiv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basic writing textbook should 
incorporate more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t stance. 

As for gender issue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role of reporters, news values, and 
sexist stereotypes and ideologies in the basic journalistic textbook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some English textbooks with gender consciousness, the research offers 
suggestion to revise our textbooks.

Keywords: multiculturalism, news writing and reporting, journalist pedagogy, ethnic 
news.

一、前言
本計劃是以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論的觀點，分別檢視新聞教育界和新聞實務

界是否能意識到對弱勢族群(包括性別、族群等)的歧視和刻板印象，並且肯認弱
勢族群的文化尊嚴，落實於新聞教育和新聞報導的實踐。

要改善大眾媒體對於族群新聞的報導，提升傳播工作者的多元文化及性別意
識是關鍵工作。因此，在新聞工作者的養成訓練中，如何增進多元文化的敏感度
（multicultural sensitivity）以及正確的性別意識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新聞
採訪、編輯與寫作的相關教科書中若能提供多元文化及平衡的性別觀點，必然甚
有助益。    

二、研究目的
    本計劃之研究目的在於了解我國新聞教育內涵中，具有何種女性主義和多元
文化意識的敏感度；研究結果將作為進一步推動女性主義和多元文化論傳播教育
的依據，包括對新聞學教科書的建議、對新聞教育界與實務界的建議，以增進我
國新聞傳播對弱勢族群的報導品質與內涵。



三、文獻探討

（一） 多元文化論與傳播研究

在近代族群衝突與新興社會運動的抗爭過程中，社會中的弱勢團體
（minority groups）如婦女、宗教、同性戀團體、及少數（或弱勢）民族，抗
議他們被普同標準規範所壓抑，批判社會對他們採取貶抑或排斥的制度或觀念，
要求公共領域中應正視他們的差異，並給予肯定以及保障差異的權益和做法。學
者們於是分別從自由主義、社群論、或批判理論的思潮脈胳中論証多元文化觀點
的意義與重要性，指出自由社會應正視公共領域中，少數族群與主流族群的差
異，保障其社會參與的平等地位，並維護其團體認同與生活尊嚴，方可讓少數族
群的文化不致因忽視、歧視，而貶抑流失，並採取積極的政策做法，促進族群之
間的彼此肯定，以維護不同族群之間的和平共存（Young, 1990; Kymlicka, 1995; 
Taylor, 1994; 張錦華，1997：p.29-30）。

將多元文化論觀點運用在新聞傳播研究上的學者，則從傳播的功能角色、傳
播政策制度、媒體的產製僱用、文本再現等各方面來檢討，指出一般大眾傳播往
往流為維護主流族群的工具，媒體的所有權、聘僱機會、與文化再現等等均不利
於弱勢族群；媒體的監督、教育、與文化、娛樂等功能也都成為強化主流族群價
值觀與優勢地位的作法。而主流文化對於少數族群的貶抑顯然將導致弱勢族群的
個體在主流社會無法受到尊嚴平等的對待，而族群衝突因應而生，又必然威脅到
現有的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張錦華，1997；Wilson & Gutierrez, 1995）。因此，
如何強化傳播領域中的多元文化意識是當前重要的課題.

有鑑於多元文化論一辭意涵上的紛雜及混淆，美國著名的批判教育學者 J. L. 
Kincheloe 及 S. R. Steinberg 在其合著的《變遷中的多元文化論》一書中（1997），
將多元文化的主張分為五種類型，說明各類型的立場及其差異，對於釐清及區辨
多元文化的不同觀點甚有助益，因此，本文將根據這個分類，討論新聞採寫的教
科書內容，並討論如何增進何種類型的多元文化的觀點。

（二） 從多元文化論檢討新聞報導族群議題

美國媒介文化研究的重要學者 Kellner 指出，當代社會中快速的傳播發展趨
勢，造成族群與文化的廣泛流動，如何推動多元文化素養讓社會各族群–尤其是
弱勢族群–能改善其生活處境，創造更符合社會正義的民主自由環境，已經是當
代社會中的重要挑戰（Kellner, 1998）。



有關族群報導的歧視案例研究顯示，各國都有類似的發現，如以負面而窄化
的態度報導少數族群犯罪案例，以消費化的膚淺方式報導少數族群的慶典活動、
以及缺乏對少數族群的社會結構問題、情境和歷史因素等進行深入討論等等
（Wilson, & Gutierrez, 1995: p.35-7; Atkin, 1983; Van Dijk, 1988, etc.）。

台灣的媒體長期以來對於原住民族群的報導，也已有許多學者專家的研究指
出：多數流於刻板無知的「山花型報導」，或片面的強調負面訊息，嚴重貶抑原
住民的形象和尊嚴（孔文吉，2000；陳昭如，1994；江文瑜，1993）。

如何讓媒體工作者能夠重視原住民族的報導方式呢？原住民族的傳播學者
孔文吉建議：應靈活運用報導角度，客觀、公正、平衡地報導原住民新聞，亦應
加強重視原住民成就取向的新聞，以導正族群報導之偏見及刻板形象，有助於提
升原住民族群的形象與尊嚴。當然，原住民應該爭取創辦經營自己的媒體，建構
自己的自決論述。不過，自辦媒體的困難度比較高，而且普及度亦有限，所以加
入主流媒體仍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孔文吉，2000：p.47）。

多位新聞傳播學者均強調新聞和傳播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是「教導學生對於
構成社會的各族群有著同樣的社會責任」，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必須讓學生接觸
能夠表現社會多元觀點的報導方法，瞭解少數族群經驗，並且教導他們大眾媒體
對於維繫族群價值和尊嚴的重要性和責任所在（Bramlett-Solomon, 1989: p.26; 
Endres & Lueck, 1998: p.87）。因此，新聞教育者要讓學生能夠超脫刻板形象
去思考，他們今日在新聞課堂中所獲得的文化與族群敏感度訓練，將對未來的少
數族群報導有正面的影響（Martindale, 1988; Bramlett-Solomon, 1989: p.27; 
Stocking and Gross, 1989; Holloway, 1990; and Martindale, 1991）。在課
程規劃方面，許多學者均指出應在課程內容方面多下些功夫，以增進媒介工作者
之多元文化知覺及敏感度，減少負面不當的報導（Endres & Lueck, 1998: p.87; 
Bramlett-solomon, 1989; Kern-Foxworth & Miller, 1993: p.55）。

（三）女性主義與新聞教科書檢討

目前我國幾乎還沒有檢視大學「新聞」教科書中的性別意識的相關文獻，就
一般教科書和其性別意識檢視的相關文獻而言，台灣關心兩性平等教育的人士與
團體，約自一九八零年代中期開始針對國小教材展開相關的研究（黃政傑，1988；
歐用生，1985；婦女新知，1988），基本上發現嚴重的性別偏差現象，如刻板形
象、忽視缺略、偏狹失衡、違反事實等現象，普遍的出現在課文、插圖、表格、
照片、題解、活動設計和教師手冊之中。例如「婦女新知」的研究發現，在十二
冊國小社會科教科書出現的人物中，98%都是男性，只有 2%是女性（謝小芩，1995: 



6）。八零年代的國小教科書檢視結果，均發現性別差異極為明顯，九零年代雖略
有進步，但一般而言仍然顯現出女性角色少而狹隘，多限制在私領域之中，鮮少
呈現公領域的女性，遑論傑出女性的專業成就。很明顯的教科書的兩性角色背後
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內」、「男尊女卑」的父權意識形態（蘇芊玲，2002: 
137-9）。

其實，國外有關新聞教科書的檢視文獻也很少，Steiner（1993）曾檢討美
國從二十世紀初期以至九零年代各時期新聞教科書中的女性歧視，她的論文中幾
乎沒有列出任何其他新聞教科書檢視的文獻。她的論文主旨是在分析新聞採寫教
科書如何在界定新聞工作者時，明顯或隱含的顯示了性別偏見。Steiner 建議改
變之道在於徹底質疑現有的新聞價值，包括公／私二分、主／客二分、男／女二
分、中立客觀等新聞價值觀與實踐作法，並以女性主義觀點重新檢討新聞室及新
聞採訪關係中的科層與剝削關係等，才有可能帶來真正的轉變。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發現我國目前還沒有人針對大學「新聞」教科書內容作廣泛研究，因

此決定採用量化的內容分析方式，去檢視中文新聞教科書是否包含多元文化意識
及性別意識，尤又因為新聞採訪與寫作的相關教科書，對於新聞科系學生及新聞
工作者的報導概念建構養成有相當的影響力，所以再把研究重心集中於採寫相關
的教科書上，希望透過內容分析，輔以深層意涵的詮釋，瞭解我國的新聞基礎採
寫教科書中具有多少的多元文化概念及性別意識。

本計畫於族群多元文化部分檢視了坊間十九本中文新聞教科書，以採訪寫作
及基礎新聞學為主，出版年代橫跨 1955 年至今1，根據每本教科書中提及有關族
群多元文化的內容一一作說明，說明的方式則在舉出實例後，進一步分析其深層
的文化意涵。與族群議題較有相關的內容則可包括三種：其一是對新聞採寫原則
的討論，其中可能涉及說明對於不同族群的尊重；其二是使用的語言與族群意涵

                                                
1此部份所分析之新聞學相關書籍有：王洪鈞，《新聞採訪學》。台北市：正中，1955；董顯光，《新
聞學論集》。台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劉光炎，《新聞學講話》。台北市：中華
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62；鄭貞銘，《新聞採訪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市：商務，1966；胡殷，
《新聞學新論》。香港：文教事業社，1966；賀照禮，《新聞學的理論與實際》。蘭台書局，1969；
于衡，《新聞採訪》。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70；徐詠平，《新聞學概論（上） 》。台北市：
中華書局，1971；李瞻，《比較新聞學》。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1972；徐興武，《實用新聞學
大綱》。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1972；戴華山，《新聞學理論與實務》。台北市：學生書局，1980；
程之行，《新聞寫作》。台北市：商務，1981；歐陽醇，《採訪寫作》。台北市：三民，1982；彭家
發，《特寫寫作》。台北市：商務，1986；林笑峰，《新聞編採實務》。台北市：文雲，1993；方怡
文和周慶祥，《新聞採訪理論與實務》。台北市：正中，1999；王洪鈞，《新聞報導學》。台北市：
正中，2000；《聯合報系編採手冊》，1983；《公共電視台新聞部自律公約》，2000。



相關者，如稱少數民族語言為「土語」等；其三則是在所舉的報導案例中恰好是
與族群相關的新聞，例如有關原住民族的習俗等。

性別部分則將分析的對象設定在入門的中文新聞採寫教科書，選取一般圖書
館館藏及坊間書店可購得的相關書籍共九本2，以及兩家媒體的新聞報導守則3，
除了以舉例的方式討論教科書中如何界定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價值，以及語言中偏
差的性別意識之外，並針對教科書內容（新聞報導案例）中的性別角色（同則新
聞中的不同人物分別記次，但同則新聞中重複出現的人物只記一次），加以量化
分析，分析類目包括：角色的性別、新聞類別、正／負面形象及特質等，並輔以
舉例說明。研究中的新聞類別分成政治、社會、財經、人情趣味、影劇、文教、
醫藥、體育、軍事等十個項目。所謂該角色的正／負面形象，則分為正面（有特
殊貢獻、救人濟世…等）、中性（單純的角色主體）、或負面（有不良表現、作奸
犯科、危害社會國家之行為…等），最後統計整理分析結果，並輔以質的說明，
討論這些數據差異隱含何種新聞價值觀點和性別文化迷思，從而考察教科書中所
隱含的父權意識形態。

五、結論與建議
在族群議題方面，本文建議我國的新聞採寫教科書可以採取以下方式，

提供更有系統的多元文化觀點：

１．採取「批判觀點」的多元文化論立場，超越「傳統自由主義」和「多元
論」的觀點，不僅只是表面上的尊重差異，也不僅是能夠理解文化差異，
更要重視造成差異的權力關係，揭露優勢權力不當的壓制，從而肯認弱
勢文化的內涵與尊嚴，提升弱勢族群的地位。

２．建議採取專門的章節來討論多元文化觀點報導少數族群的重要性，指出
我國多元族群的現況、重視族群報導的原因、並針對如何增進記者的多
元文化意識、報導的原則、語言文字的敏感度等等。同時，要能引用優
秀的族群報導範例來說明，以建立新聞傳播的專業典範。

３．重視媒體組織與新聞專業價值的改造，唯有媒體組織本身重視多元文化

                                                
2性別意識部分所分析之書籍為：王洪鈞，《新聞採訪學》。台北市：正中，1955；鄭貞銘，《新聞
採訪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市：商務，1966；于衡，《新聞採訪》。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970；
戴華山，《新聞學理論與實務》。台北市：學生書局，1980；程之行，《新聞寫作》。台北市：商務，
1981；歐陽醇，《採訪寫作》。台北市：三民，1982；林笑峰，《新聞編採實務》。台北市：文雲，
1993；方怡文和周慶祥，《新聞採訪理論與實務》。台北市：正中，1999；王洪鈞，《新聞報導學》。
台北市：正中，2000
3作者曾向台視、民視、中國時報等數家媒體查詢，但結果發現僅有聯合報及公共電視是少數具
體訂有編採原則或自律公約的媒體。因此，本研究也同時分析了兩本媒體編採守則：《聯合報系
編採手冊》，1974 年初版，1983 年修訂再版。《公共電視台新聞部自律公約》，2000。



的報導，在路線分配與記者任用上提升多元文化的批判意識，才有可能
更根本有效的增進主流媒體的族群報導品質。

４．有系統的融合多元文化意識，除了專章的討論之外，在討論其他的議題
中也不應忽略多元文化論的觀點，例如：在引用案例說明社會犯罪新聞
或人情趣味新聞時，即應注意避免將少數族群標籤化或刻板形象化。

５．可針對重要的族群爭議事件，呈現多元文化論所關心的族群文化尊嚴、
個人自由、社會整合與秩序等議題，提供較深入的報導策略的討論。例
如我國目前對原住民自治、教育自主權、以及部份少數族群內部女性壓
迫問題等的爭議，均可提供較深入的討論。

這些觀點不但應適度納入一般基礎的新聞採寫教科書，同時，更應成為各媒體的
採訪工作守則之一部份。同時，由於多元文化論的觀點不僅適用於少數族群議題
的報導，也同時適用於其他弱勢族群，國外一般教科書中多包含性別、年齡、疾
病、殘障等的討論。因此，針對我國的本土社會特質，例如台灣的省藉衝突、客
家族群、外籍新娘、外籍勞工、同志議題等，均應發展更細緻的多元文化報導的
觀點。更進一步言，未來的我國新聞採寫教科書，應該在現有的「多元觀點」之
外，提出更具有批判力的多元文化觀點，重視主流社會權力脈胳的揭露，不但增
進我國的新聞報導深度，更具有肯認弱勢族群的文化尊嚴，提升社會正義的重要
意義

在性別議題方面，我國的教科書中的性別落差雖然極為明顯，但亦有幾處優
點值得提出：例如：在數本教科書中我們看到許多優秀女性新聞工作者的成就被
提及，這對於新聞從業者、新聞科系學生，尤其是女性，是相當好的模範4。並
且，晚近的教科書中，亦開始強調報導用語上的性別平等，書中所援引的新聞案
例也採用了較為中性而不帶性別意味的字詞來形容事物、描述事件和人物，皆有
助於減少性別刻板形象。事實上，適當地選擇範例和語言用字應可避免再製性別
刻板印象與歧視意涵。

    在國外的教科書中，部份書籍將職場性騷擾問題也納入討論，這顯然對提升
兩性平等的工作環境的重要議題，但是我國的教科書中完全不曾討論過此一議
題，這也是需要改進的。

    因此，作者建議未來的新聞採寫教科書應加強性別議題的討論，增訂「新聞
與性別」之類似篇章，並把握下列原則：

                                                
4 事實上，我們仍可進一步省思，書中列舉優秀女性新聞工作者的用意安在？是真的為了表彰優
秀女性的傑出成就，抑或僅是作為男性新聞場域的點綴？不過作者以為，無論書中原意為何，此
舉對於促進女性在新聞場域中的平等、提升女性新聞工作者的地位等，應當有所助益。



併用理論與實例來說明國內新聞報導中所具有的性別歧視與文化迷思。

重新修訂對新聞工作者的定義，尤其是除去傳統的性別偏見，正視兩性平等
的工作權益。

修訂既存的新聞價值，在新聞的評斷依據中納入性別意識，重視女性議題的
存在價值，並提升對於婦女運動的相關報導，強調婦女議題的媒體可見度。

辨識出報導語言中的性別歧視與刻板形象。或可採用逐項列舉的方式以提醒
學子們未來於工作中避免使用。

教科書中援用報導範例時，應側重選用正面形象的女性新聞來源，並應增加
女性人物的獨立專業形象，減少女性的刻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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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劃成果自評
本計劃從多元文化論和女性主義觀點，分別檢視國內新聞採寫教科書中的族群與
性別議題，已分別撰寫論文發表於相關研討會，並已修正改寫投稿期刊審查之
中。其中之<從多元文化論觀點檢視新聞採寫教科書— 以原住民族群相關報導為
例>一文已獲《新聞學研究》審核通過刊登。本研究希望能對國內新聞採寫教科
書內容能夠採取多元文化論之觀點，對原住民族群之報導之改善，確有所助益。

此外，要說明的是，原申請計劃為三年期，但經費僅核准一年，因此，目前之研
究為第一年預訂要研究之教科書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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