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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哪裡有問題？」—2005年台灣兒童傳播權調查報告 

現代媒體大幅改變了人的生活，傳播新知識和新觀念，使人們擁有更便利、更有智慧的

生活；讓閱聽者有更多機會進行思想交流，也豐富了人們的休閒生活。但是，享受媒體帶來

娛樂與便利的同時，媒體也可能傳遞了偏差的價值觀或色情暴力行為。媒體的影響力可謂無

所不在，兒童也不免受其影響。兒童福利聯盟（後簡稱兒盟）92年的「兒童生活狀況調查」

發現超過七成的台灣兒童，其課餘的主要活動是「看電視」，此顯示現代兒童長時間暴露在

電視所放送的訊息中，深深左右了兒童的身心發展。當我們的孩子深受媒體的影響，兒童的

傳播權益是否獲得足夠的保障？為維護兒童的身心發展，確保兒童在閱聽過程中，可免於媒

體負面效應的影響，保障兒童的傳播權，的確是大人們應該關心的工作。 

依據聯合國人權法案與兒童權利公約揭示的主要精神，並彙整國際學術及實務工作者對

兒童與媒體關係的探討，可以歸納出兒童傳播權的內涵構念，主要有五個面向： 

1.兒童免受不當內容影響、免受政治與商業利益剝削的權利； 

2.兒童有接收優質兒童媒介訊息的權利； 

3.兒童與青少年形象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利； 

4.兒童近用媒體的權利； 

5.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權利。 

以上的權利宣示兒童應該享有媒體帶來的好處，而大人也應該致力於使兒童免於遭受媒

體的傷害。因此，電視台應該製播適合兒童收看的節目，播放廣告時，也應該考慮到兒童的

心智能力，避免一味引發兒童消費的衝動。電視當中有關兒童、少年的描述，不應偏重呈現

特定行為、事件或偏見；呈現兒童影像時，更應該尊重、保護兒童的隱私權。在兒童接受媒

體訊息的同時，師長則應該提供媒體識讀教育，培養正確的閱聽習慣，正確地解釋媒體的訊

息等。 

過去研究不斷發現，媒體對於兒童的身心發展有顯著的影響，美國一項對學齡前的孩童

收視習慣與行為模式之間的研究，發現孩童收看電視時間的長短，與其情緒有密切的關係。

若兒童每天看電視的時間達 3小時，情緒方面出現較高程度的焦慮、沮喪及憤怒程度；每增

加 1小時，則狀況會更加嚴重；若每日看電視時間達 6小時以上，兒童的行為模式將會受到

極度扭曲。另一項研究則顯示，收視時間在適度範圍內的孩童，其在學校的各項表現，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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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看電視的孩子來得好。研究結果進一步指出，「適度」範圍係指一週不過 10 個小時，

若收視超過 10個小時，則孩童在學業上的專注力和持續力將逐漸下降；收視超過 30個小時，

則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換言之，適當地收視，對於兒童具有正向影響，反之則有負向影響。

因此，須仰賴孩子身邊的大人提供教育和監督、社會大眾協助把關、媒體充分自律，我們的

孩子才可以享受媒體帶來的益處。 

承上述研究可知，電視節目的內容、兒童的收視時間與習慣，都可能影響兒童的身心健

康。為瞭解台灣兒童的收視行為、媒體識讀教育、電視對兒童的影響等與兒童傳播權發展有

關的狀況，兒盟特別從北、中、南、東四區各抽取一個縣市，再從四縣市中抽取八所小學，

以三到六年級的學生為受測對象，於 94年 11月 23日至 12月 2日期間進行問卷調查，共收

集到 736份有效樣本，在 97％的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4％以內。根據調查結果，我

們發現以下的現象： 

☆台灣學童非假日平均每天看電視 2.3小時；近三成學童每天收視超過 3小時，每天

花五小時以上看電視者佔一成二 

目前台灣有 28.7％的學童，在非假日時每天看電視 1-2小時，這是最普遍的收視時數。

另外各有近五分之一的學童，每天看電視不到一小時（18.4％）或每天看 2-3小時（17.2％）。

值得注意的是，每天看電視 3小時以上的學童佔了 28.7％，甚至有 12.7％的孩子每天花 5小

時以上看電視，亦即他們放學後到睡覺前，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看電視。進一步統計得知，台

灣學童在非假日，平均每天收視時數為 2.3小時。根據上述研究發現，每星期超過 10小時的

收視時間，即可能對兒童的情緒發展和在校學習表現造成負向影響，本調查顯示國內學童的

收視時數偏高，此結果值得家長和大眾加以關注（詳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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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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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童平均每週看 17小時的電視；放假期間，近兩成學童每天看電視超過 5小

時，假日平均收視時數約 3小時 

假日學童在家時間變長，是否會花更多時間看電視呢？調查結果指出確實如此。台灣學

童假日看電視的時數較平日增加，每天收視 1-2小時者雖仍佔最高比例，但稍降為 22.6％；

收視 2小時以上的比例則上升，2-3小時、3-4小時、4-5小時分別提高至 17.6％、15.4％、

10.1％；假日中每天看電視 5小時以上的學童甚至高達 18％，接近五分之一的比例，躍升為

次高的收視時數；據此推算，台灣學童假日平均收視時數將近 2.8小時若與非假日合併計算，

台灣學童平均每週看電視的時間超過 17 小時。不論是平均收視時數或收視時間的分配，都

可以證明孩子放假時，比平常花更多的時間在電視機前（詳見圖二）。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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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成學童愛看格鬥類卡通，偶像劇受五成四學童青睞，僅一成三會收看兒童節目 

除了收視時數，兒童所觀看的節目類型也是影響兒童發展的重要因素，過去許多研究皆

發現，電視節目中的暴力情節對兒童有示範作用，觀看暴力內容易引發兒童的暴力傾向。本

調查發現，台灣學童接觸的電視節目以一般卡通佔最多，約有六成三的比例，但令人憂心的

是，觀看格鬥類卡通的比例亦將近六成。「格鬥類卡通」所呈現的暴力情節，很容易被收視

者或家長忽視，但卻可能對兒童造成不良影響。此外，也有超過五成的學童（54.8％）會收

看當紅偶像主演的偶像劇；再其次為國家地理頻道、動物星球頻道等知識類節目，佔 26.9％；

綜藝類節目也有 26.1％的學童觀看，運動類節目（如棒球轉播）則有四分之一的學童愛看；

至於劇情常受爭議的鄉土劇，約有近五分之一的學童收看（17.6％）。但標榜專為兒童製作的

節目（如下課花路米、校外路隊長等），反而很少學童會收看，僅佔 13.3％；這樣的數據背後，

透露出國內兒童節目太少，無法滿足兒童正向需求的警訊！而新聞節目顯然最不受學童青

睞，僅有 8.4％會收看（詳見圖三）。 

圖三 

 

 

 

 

 

 

 

☆學童觀看的節目中，超過七成可能隱含暴力情節 

本調查請孩子自行判斷，平常收看的電視節目中是否出現暴力情節，結果發現有 10.2％

的兒童認為自己看的節目中，「一定會」出現暴力的情節；「通常會」看到暴力情節者佔了近

四分之一的比例（24％），「通常不會」看見者佔 42.3％，只有 23.2％的學童表示收看的節目

「一定不會」出現暴力內容。據此可知，超過七成的學童認為平常收看電視節目時，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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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暴力的情節，其中更有三成四的學童明確表示，電視節目中通常會出現暴力的內容，亦

即大多數的孩子可能透過電視觀看、甚或模仿暴力行為，不免令人憂心（詳見圖四）。 

圖四 

 

 

 

 

 

☆逾五成家長不陪孩子看電視，兒童收視行為乏人把關 

兒童傳播權中包含接受正確媒體教育的權利，因此家長與老師都應該對兒童進行適當的

媒體教育，包括教導兒童正確地選擇節目、養成良好的收視習慣等，尤其在亂象橫陳的現代

社會，教導、示範正確解讀電視的訊息，也是媒體教育中重要的一環。本次調查發現「通常

會」有父母陪同收視的學童約佔 34.5％，父母「一定會」陪同收視者則有 10.9％，而父母「通

常不會」、「一定不會」陪同收視者分佔 32.7％和 21.9％。這顯示五成四的學童看電視時，通

常不會有父母在旁陪同，換言之，半數以上的兒童在觀看電視的過程中，不但沒人陪他們檢

視或解釋節目的內容，也沒人從旁為他們的收視行為把關，讓孩子可能收看不適其身心健康

的節目，或者誤解節目所傳達的訊息，因而產生負面影響（詳見圖五）。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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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老師會對學童進行基本媒體教育，但仍有一成七的教師未盡責 

 針對學校媒體教育的部分，調查發現有 56.8％的學童表示，老師「一定會」進行最基本

的媒體教育，教導他們觀看電視應注意的事情，另有 25.7％的學童表示老師「通常會」這麼

做。而表示學校老師「通常不會」、「一定不會」提供媒體教育的學童，則分別有 10.7％和 6.8

％。以上結果指出，大多數的學校老師都會對學童進行基本的媒體教育，但仍有一成七左右

的教師可能忽略了媒體對孩子的影響，而不重視媒體教育（詳見圖六）。 

圖六 

 

 

 

 

 

☆三成七的學童並未依照電視節目分級標誌收視 

依據廣電法規定，電視台都應施行節目分級制度，然而學童卻未必會依照電視節目分級

規定來收視。調查結果發現，「一定會」遵照規定的兒童僅佔 38％，「通常會」遵照規定的學

童有 24.5％。而「通常不會」遵照規定收視者佔 15.5％，甚至有 12.4％的學童表示他們「一

定不會」依照分級制度來決定自己的收視行為。此外，我們也發現分別有將近 5％的學童「不

瞭解分級制度的規定」或「沒有注意分級的標誌」，因此這些孩子看電視時也不會遵照分級

制度。由此可知，約有三成七的學童不理解、沒有注意或故意不遵照節目分級規定來收視，

他們所觀看的電視節目內容，很可能並不適合他們，甚至不利其身心健康（詳見圖七）。 

另將本問題的結果，與「是否有父母陪同收視」該題的結果進行交叉分析，我們發現在

「通常不會遵照收視規定」的學童當中，多數也是父母不會陪同收視的一群（超過六成）；

此交叉分析的結果，更凸顯了家長陪同孩子收看電視的重要性，一旦少了父母的把關，兒童

往往容易受到電視的負面影響。 

 

老師是否進行基本媒體教育

通常不會

10.7%

通常會

25.7%

一定會 
56.8% 

一定不會

6.8%



 

 7

圖七 

 

 

 

 

 

☆逾半數學童覺得適合自己收看的電視節目偏少 

針對兒童節目的數量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有近四成的學童認為適合觀看的節目「滿多

的」，認為「有點少」和「非常少」的學童則分別佔 35.5％與 16.3％，只有約 8.3％的學童認

為有「非常多」適合他們收看的節目，亦即逾半數的學童覺得電視台為兒童製作的節目不夠

多。此外，根據文化大學賴祥蔚教授針對台灣適合兒少收看的電視節目所作的分析，也發現

93年專屬兒童或少年所製作合宜的電視節目，每週總時數只佔所有電視節目的 2.2％；反觀

國內的兒童與青少年人口約有 550萬，佔人口總數近 24%，相形之下，兒童少年節目的數量

明顯不足，播放時數的分配亦明顯不均（詳見圖八）。 

圖八 

 

 

 

 

 

☆近五成學童因卡通人物廣告而引發購物慾望 

兒童傳播權中包含兒童有免於受商業剝削的權利，英國的廣電法規甚至規範兒童節目播

送期間，不可播出以節目中的角色代言的廣告，以保障兒童免受商業剝削的權益。但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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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卻常見「反其道而行」的現象。調查顯示，分別有 18.2％與 31.1％的學童表示他們「一

定會」或「通常會」因為卡通人物的廣告，而特別想要購買某種商品（詳見圖九），故約有

五成的學童會因為卡通廣告的影響，因此產生購物的念頭，顯然是受到了商業的剝削。 

圖九 

 

 

 

 

☆七成學童認為可以在電視上學到知識，近三成覺得電視的教育功能薄弱 

 提供知識為電視媒體的重要功能之一。根據兒盟調查發現，51％的學童認為「通常會」

在電視上學到有用的知識，另有 19.4％的學童覺得「一定會」在電視上學到知識，兩者合計

約七成的學童肯定電視可提供有用的知識；但也有 23.6％的學童認為電視「通常不會」提供

有用的知識，甚至有 6％的學童覺得在電視上完全學不到有用的東西，可見近三成學童認為

電視的教育功能薄弱（詳見圖十）。 

圖十 

                

 

 

 

 

☆八成學童認為看電視可放鬆心情，但逾兩成覺得有些節目令人噁心 

除了收視行為與兒童傳播權的現況，兒盟也進一步調查孩子主觀認為看電視對他們造成

的影響。結果發現有 80.1％的學童覺得看電視是一種放鬆心情、令人開心的事；另有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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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是否會特別想購買卡通廣告商品

一定不會

18.8%

通常不會

31.9%

通常會

31.1%

一定會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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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童同意在電視上可以學到有用的知識，覺得藉由電視能知道一些重要事情者則佔 55.8

％。除此之外，學童也自認為電視會對他們造成一些負向的影響，如有些節目的內容會讓孩

子感覺很噁心，佔 21.4％；還有 16.8％的學童認為自己花太多時間看電視，而忽略了其他該

做的事情；也有 16.4％的學童表示，他們會因為看電視而被爸媽罵（詳見圖十一）。以上的

負向影響顯示，部分電視節目因播放內容不當，令學童感到不舒服，有些孩子的收視習慣也

需要進一步導正，以免在電視機前花掉太多時間。 

圖十一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看電視對兒童的影響（複選）

數列1 80.1% 61.2% 55.8% 21.4% 16.8% 16.4%

放鬆心情、

讓人開心

學到有用的

知識

知道一些重

要的事

有些節目讓

人覺得很噁
花太多時間

因為看電視

被爸媽罵

 

☆逾九成學童在電視上看過兒虐照片，半數以上會覺得難過、害怕或生氣 

 近來兒虐新聞頻仍，電視或報紙紛紛大篇幅報導，甚至毫不保留地播出兒童受虐的照片

和影像，不僅侵犯受虐兒少的隱私權，也對電視機前的孩子造成心靈上的傷害。本次調查發

現絕大多數的學童都曾在電視上看過兒童受虐的畫面，僅有 8.7％的孩子表示沒看過。而五

成以上的學童看見兒虐照片之後，會出現難過（64.3％）、害怕（52.1％）、生氣（51.6％）等

負向的情緒感受（詳見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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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電視宣導效果強，近五成兒童認同「有仇必報」觀念 

電視是一種廣泛傳播知識和價值觀的大眾媒體，對兒童具有強烈的示範作用，在電視媒

體的強力宣傳之下，不少戲劇節目中的角色或知名人物，都可能成為孩子心中的角色模範。

兒盟針對這個現象，也調查了電視人物的言行如何影響兒童。結果發現學童心目中的角色模

範，前幾名分別是憑著自己的興趣與實力，獲取好前途的陳詩欣、王建民等人（48.6％）、性

格堅毅不拔的大長今（47.1％）、有仇必報的格鬥天王（45.2％），或是電視上見義勇為、盡

忠職守的消防員（39％），以及幫助需要協助者的證嚴法師（34.2％）。值得注意的是，有四

成五的學童表示認同偶像劇中出現的「有仇必報」觀念，可見透過媒體的傳播，無形中讓孩

子學到「以牙還牙」、「冤冤相報」等宣揚暴力的價值觀，甚至引發孩子模仿劇中人逞兇鬥狠、

以暴制暴等不適當的行為。 

此外，傳媒上常見的公眾人物也成了學童欣羨的對象，如媒體報導女演員嫁進豪門，過

著好日子（25.4％）；名模以亮麗出眾的外型可換取高收入（22.3％），甚或是女明星找到真

愛，就算未婚懷孕也沒關係（20.2％）等內容，都是學童表示希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夢想（詳

見圖十三）。 

本調查的結果，充分顯現了電視對於模塑兒童價值觀的影響力，也提醒我們媒體的力量

既可載舟亦可覆舟，不管是正向或負向的角色模範，都可能透過媒體的傳播，轉化為孩子心

目中的英雄人物，進而產生模仿的行為。因此，檢視當前的電視節目是否適合兒童收看、是

否提供合宜而正向的節目內容，都是媒體改造的當務之急。 

0.0% 

20.0% 

40.0% 

60.0% 

80.0% 

兒童看見兒虐新聞照片之感受(複選)

數列1 64.3% 52.1% 51.6%20.4%11.9%11.2%11.0%8.7% 
難過 害怕 生氣 好奇 興奮 有趣 愉快 沒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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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七成左右的學童認為兒童在電視上的形象是可愛的、聰明的，近三成覺得電視上的

小孩看起來很弱小、可憐 

 依據兒童傳播權的概念，媒體應該全面、平衡地呈現兒童完整的形象。兒盟也針對電視

或新聞節目中所呈現的兒童形象進行檢視，發現孩子所感受到的兒童媒體形象，以可愛、聰

明和乖巧為主，分別佔 72.5％、68.7％、54.7％；近四成（39.2％）學童覺得電視上的兒童形

象是頑皮的，28.6％認為兒童很可憐、弱小，19.6％的學童覺得電視上的小孩顯得很早熟，

還有 14.3％覺得孩子是愛欺負人的（詳見圖十四）。 

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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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列1 48.6% 47.1% 45.2% 39.0%34.2%25.4%22.3%20.2%14.7% 

陳詩欣、

王建民 大長今 格鬥天王 消防員 證嚴法師 賈靜雯 林志玲 小S 政治人物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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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或新聞中的兒童形象（複選）

數列1 72.5% 68.7%54.7%39.2%28.6%19.6%14.3% 
很可愛 很聰明 很乖巧 很調皮

很可憐弱
小 很早熟 愛欺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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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盟的呼籲 

根據本調查的結果可以發現，台灣專屬兒童的電視節目，在質或量方面都不能滿足孩子

的需求；尤其在各種電視節目中所傳播的觀點，可能在無形中扭曲了兒童的價值觀，形成不

健康的觀念，如對於「有仇必報、以暴制暴」觀念的認同、不尊重他人隱私等種種媒體的亂

象，都令人憂心；而家長未能陪同指導、把關兒童的收視行為，則使兒童暴露在電視媒體可

能造成的負向影響中。針對這些現象，兒盟提出以下的呼籲： 

1. 政府應擔負起維護兒童傳播權益的責任，立法確保兒童專屬電視節目的數量及播送時

數的比例，鼓勵業者製播以兒童優先、兼顧趣味與教育意義的節目。並應規劃成立兒

童專屬頻道，建立以孩子為收視主體的專業媒體工作團隊，製播正向、健康、有趣的

兒童節目。同時，政府應取締媒體廣告對兒童進行商業剝削、損害兒童隱私權等不當

的傳播行為，為兒童營造一個健全的傳播環境。 

2. 媒體業者應發揮自律精神，不僅應製作相當比例之兒童專屬節目，並且應該主動保障

兒童各項傳播權，包括尊重兒童的隱私權、平衡兒童的電視形象、落實節目分級的制

度、製作優質且適合兒童收看的電視節目，以確保兒童得以正確運用媒體並從中受益。 

3. 學校、家長皆應對兒童進行「媒體識讀」教育，協助兒童建立正確的收視習慣，選擇

適宜的節目，及早教導孩子培養解讀、反省電視節目內容的能力，以積極化解媒體可

能產生的不良影響。此外，家長宜陪伴兒童看電視，把關兒童的收視行為，並為孩子

解釋電視節目中可能傳遞各種似是而非的觀念，使兒童不致成為媒體亂象下的受害

者。 

4. 民間團體和一般大眾應扮演監督媒體的角色，針對媒體損害他人權益、散播不當觀念

及不實言論的內容，以評論、檢舉、公布、抵制、關機等方式，發揮收視者的影響力，

促使媒體業者向上提升，製播質量均佳的電視節目，善盡「第四權」的角色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