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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丁 "一動研究

 簡梅瑩"

 學校實施媒體素養教育之重要性，在能提供學生發展對不同媒體的認識，

 及參與反思媒體內容及影響力的學習機會。研究者以協同合作之教學行動研究

 形式，徵詢一位國小六年級教師參與合作，並以其授課班級為研究場域，共同

規劃及評估媒體素養教育實施過程對教師教學專業知能及學生媒體素養能力

 發展之影響。資料收集方法包括:研究者省思日誌、教室觀察記錄與教師省思、

 與教師之半結構式錄音訪談、與學生小組之錄影訪談、課程實施前後之結構式

 問卷調查，及相關文件之收集與分析。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此文以納入協同合

 作形式於此課程實施之影響，提出結論。一、知識經驗互惠與課程規劃發展:

 研究者與教師藉由彼此間相互回韻方式，持續課程規劃發展與教學反思，此歷

 程不僅幫助教師能整合媒體於教學主題的擬定實施，並能反思媒體教材的適當

 與應用性;而藉由實施之教學主題與方法，學生則受益於能知覺思考媒體內

 容，及認識不同媒體特性與近用方式。二、權力對等關係與教學實施限制:研

 究者對權力對等關係的關注及避免教師教學壓力的考量，卻也相對限制教學過

 程中的反省修正，致使此課程在促進師生問充分對話及發展學生問題思考能力

 部份，均有待再修正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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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機國小媒體素養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

國小高年級媒體素養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之
行動研究

簡梅瑩

士
一

 丑．

 媒體的普遍性與可近性不僅擴展了我們接收資訊的範圍與內容，也影響改變了我

 們多數人的學習方式(Schwarz, 2001)。在台灣，有線電視頻道與節目的多元化、及

 數位媒體與資訊的普及化，致使看電視與上網已成為多數人最主要的娛樂休閒選項，

 也同時是多數人接收新聞資訊與社會文化百態的主要管道。而媒體所具有的議題設定

 功能，更常是影響及改變多數人對社會公共議題關注與看法的主要因素。媒體影響力

 不僅展現在即時重現、再製、及形塑社會文化，也反映在我們多數人的世界觀與價值

 觀中;而媒體在青少年與兒童生活中之重要性，更使其有第二教育課程之稱。基此，

 教育部(2002)透過《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之公布，揭示呼籲媒體素養教育應

 納人國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並鼓勵高中職以上學校進行教學整合並開設相關課程。

 有鑑於媒體與社會文化形塑之間的關係、及對學童學習的影響，媒體素養教育的

 規劃實施，應同時結合探討媒體的特性與功能、及所傳遞的文化訊息，並應從國小階

 段即著手媒體相關知能的學習與應用。九年一貫十項課程目標的主要訴求，在能發展

 學生具備獨立思考與學習的能力，並應用此能力於知識的探索及所身處社會文仕的關

 懷與瞭解。媒體素養教育納人國小課程的規劃實施，除能提供學生多元豐富之媒體與

 相關文化學習教材，也能藉由納人學生媒體經驗及興趣之方式，引導學生思考與探討

 學習內容，以具體落實九年一貫課程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理念及課程目標。

 根據我(研究者亦是師培者)與國小教師親身互動經驗所得之訊息，發現媒體素養

 教育在國小課程實施仍不普遍，原因包括教師受限於對媒體的負面印象、缺乏媒體素養

 教育相關知能、及不易取得相關教材資源。呂傑華與陳逸雯(2009)綜合國內外相關調

 查研究，也指出媒體素養教育推展之困境包括:教學時間與輔助資源不足、教師認知與

 素養有待發展、及教育機構缺乏周密之培訓課程等。目前國小課程有關社會文化學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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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學校及教師都能藉由九年一貫學習領域與議題的課程規劃，著手相關教學主題的實

 施;例如，社會學習領域有關家鄉文什的認識、及性別平等有關刻板印象的探討等。然

 而，這些教學活動的規劃實施，教師經常是以所選擇的教科書為主要的教材與學習來

 源，並常缺乏提供學生實際體驗與經驗連結的學習機會;此方式不但易使教師陷人主流

 及自我觀點的教學，教學內容也因缺乏納人學生經驗，而未能買徹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

 運作。因此，如能納人或整合媒體於現行課程教學主題的規劃，不僅有助啟動媒體素養

 教育於國小課程之實施，也能提供學生更為多元豐富之學習教材與內容。

 媒體素養教育實施之重要與必要性，不僅只是教育政策之揭示呼籲，也是學校及

 教師應共同參與之教學議題，以能應用媒體於社會文化之學習探討並同時幫助學生認

 識其影響力。媒體素養教育之主要學習內容可概括為三部分^(-)認識媒體特性

 (attr^buteS ) :分辨媒體語言元素及運用方式，包括文字、聲音及影像等訊息之功能與

 限制;(二)認識媒體影響力(^mpac^) :辨識媒體所傳遞呈現之文本內容;(三)媒體

 接近及使用(^ccesS) :檢索媒體資訊及製產媒體文本。此研究實施之目的，旨在藉由

 徵詢一位國小教師之參與，以協同合作之行動研究形式，共同規劃出能結合探討媒體

 特性、影響力、及接近使用方式的課程內容，並透過教學的實施，評估此課程在發展

 教師教學知能及學生媒體素養的影響。此文主要以所規劃實施的課程內容與教學結果

 兩部分，進行研究資料的討論與分析，課程內容部分包括此行動研究方案的目標、內

 容及實施作法，教學結果部分則包括此課程實施經驗對教師與學生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在此就媒體素養教育相關理論與研究之分析，首先探討媒體素養教育之定義與目

 的、媒體素養教育之學習內容，並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目標，分析媒體素養教育納人課

 程實施之重要性與作法，以提供此研究在課程規劃實施的參考。

 一、媒體素養教育之定義與目的

 媒體素養乃指個體能依據所需，選擇接近、分析評估、及製產資訊(Au付er^e^de,

 1992)。隨著資訊傳播與媒體使用的分眾化，我們所接觸的「媒體」包含有針對大眾、

 小眾、及個人化的傳播媒體，即各式文字印刷、視聽影像、數位電子及網路等媒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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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能取得與運用資訊，個體所需其備的「素養」則包括閱讀、說話、寫作、操作使用電

 腦、分析解碼視聽影像所呈現的資訊等能力(楊洲松，2004)。媒體素養教育能提供個

 體認識和分析解構各類媒體特性與內容、及更重要的，分析批判媒體如何影響及形塑個

 人觀點。張慈軒與吳雪錡(2006)曾呼籲教育工作者在提供學生認識與使用媒體之際，

 更應關注如何引導學生做媒體的批判者，並思考生活中所存在的媒體霸權關係。因此，

 培養學習者具備批判思考媒體內容的能力，不僅是反制媒體負面影響的根本作法，也是

 實施媒體素養教育的主要目的。Tho^an (1999)曾指出，電視及各種媒體已深植於我

 們的生活與文化之中，媒體素養教育不能只侷限在抑制媒體的負面影響，而是應能發展

 學習者具備媒體素養與批判思考的能力，以能監督掌控與解讀所接收的媒體資訊。更具

 體而言，媒體素養教育在能發展學習者具備有「釋放」與「賦權」的能力。因此，為能

 促使學生具備鑑賞媒體內容品質及參與社會文化提昇之能力，媒體素養教育是學校培養

 簡言之，媒體素養教育實施之目的，主要在發展學習者辨識不同媒體特性、批判

 思考媒體內容、及應用媒體為個人學習與資訊傳遞之能力，以促使其能積極參與媒體

 辨識及建構的過程。

 Dav^s (1990)曾就如何辨識與分析媒體內容，提出下列五項學習要點，這些要點

 也成為後續國內外學者探討與定位媒體素養教育教學內容的主要範圍(李承宇，

 200^^ 2005 ;吳翠珍、陳世敏^^00^;陳淑敏^ 2002 ; Ch^hSt & potter, 1^98 ; Hobbs, 1^97 ;

Scheibe, 2004 ; Thoma^, 1^95, 1^99) :

 CD)媒體訊息是由人為的操作與建構而產出:各類媒體所呈現及傳遞的訊息，

 諸如新聞資訊與廣告看板的圖文等，均是經由某一群人所篩選而決定。學習者需要能

 瞭解與辯識媒體資訊的處理方式、及這些資訊對我們認知形塑的影響。

 (2)媒體訊息的建構是各類媒體應用其特有語言及運作成規而產出:各類媒體

 都有獨特的訊息呈現與溝通方式;例如，頭條新聞所代表的重要性，及特寫影像所欲

 傳遞的親近咸等。學習者需能認識與瞭解不同媒體的語言符號系統，以能掌握訊息本

 身的意義及言外之意。透過提供學習者參與媒體訊息製作與傳遞的過程，如海報宣傳

 活動與錄製個人影帶等，可以促使他們經驗瞭解不同媒體的語言元素及運用方式。

 (3)媒體資訊解讀會因人而異:每個人均會依個人的喜好與經驗來選擇及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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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資訊，所以每一個體都具備有主動參與媒體解構的能力。透過提供學習者持續思

 考自我媒體經驗的學習機會，可以促使他們更具敏感度的解讀所接收的媒體資訊。

 (4)媒體主要是以商業營利為取向:各類媒體均是透過廣告收益而獲利，媒體

 藉由廣告時段及分類為廠商促銷產品，也為廠商鎖定消費群眾。各類媒體根據鎖定的

 目標群眾進行節目及訊息的製播，廠商並依其收視或銷售情形來決定贊助金額與廣告

 量。因此，學習者需能思辨媒體商業機制對個人消費行為的操作與影響。

 (5)媒體訊息隱含有各種的價值觀點與看法:媒體製產者透過影像、聲音、及文

 字的運作，表達傳遞個人的價值觀點與看法、或所欲影響視聽大眾的觀點。學習者需能

 辨識不同媒體訊息及所隱含的意義，以能更具判斷性的選擇與接收媒體訊息內容。

 上述各項學習要點主要著重在發展學習者認識與思辨媒體訊息內容之能力，而國

 內外學者如吳美美(1996)、林子斌( 200^) ^ Chr^st與Potter (1998)並強調媒體素養

 教育應同時發展學習者檢視與製產資訊的技能，且能應用此「近用媒體」的資訊製產

 能力，表達與傳遞自我的觀點、及有利正面社會文化形塑的資訊。

 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目標與十大基本能力的訴求，學校應能培育學生「帶著走」的

 能力，包括發展審美創作、表達溝通、關懷社會、資訊檢索運用、獨立思考與問題解

 決等能力，以促使學生具備終身永續學習的能力。媒體素養教育所包含的學習內容，

 不僅著重發展學生的批判素養及實踐社會責任，也重視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能力(簡

 梅瑩，2009)? Scharrer (2002)指出，雖然尚未有足夠的實徵研究資料能充分證明媒

 體素養教育確實有助提昇學習者個人的批判思考、及媒體選擇與使用能力，但透過媒

 體素養教育課程的實施，的確可以促使學習者進一步認識媒體訊息內容、運作過程、

 製產機構、及對社會大眾的影響等，而這些學習均有助於發展學習者知覺與探討媒體

 內容所呈現的重要社會與文化議題。其他學者如Lac^na (2005) ^ Schwarz (2001 ) ^

 Se^a^^ (2003 ) ^ Tr^er (2006) ^ Wan與Gut (2008)也都指出媒體素養教育課程實施

 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A^vermann與Hagoo^ (^00^) ^ Ga^ner ^ Va^dez-Ga^ner與^^nard

 (2009)及Tho^an (2003)並鼓勵可藉由單一學科納人媒體教材、或以課程中附加

 單元及跨學科的主題教學方式來實施。

 媒體素養教育課程的實施，在能以回應連結學生媒體經驗及興趣之方式，提供多

 元豐富之學習教材並促使其參與學習內容之探討與思辨，亦即能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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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發展擬定學習內容及提供有助學生批判思考能力應用的教學方法。國內外學者

 如吳翠珍與陳世敏(2007) ^ Cheung (2005) ^ Fur^ong與Maynard (1995)均提出媒

 體素養教育之教材需能反應學生的經驗及興趣，Lac^na ( 2005 )並指出納人學生媒體

 經驗於學習過程申，能有助他們連結學習內容與生活經驗。

 綜合上述，媒體素養教育實施之重要性，在能連結反映九年一貫課程所欲達成目

 標之際，也能藉由整合學生媒體興趣及經驗之教學規劃實施方式，落實以學生為中心

 四、媒體素養教育之課程規劃與實施作法

 學生媒體素養及批判思考能力的發展，教師擔任有重要的中介引導角色。

 Schwarz (2001)呼籲教師需能定位自己為學校教育及社會改變的申介者，並能致力

 發展自我的批判思考、溝通、媒體使用能力，及對不同文化的知覺與認識。教師的改

 變中介角色，首先反映在媒體素養教育之課程規劃與實施作法。而媒體素養教育該如

 何規劃，該融人現有課程或為獨立課程、及需包括那些學習內容，國內目前尚無統一

 定論，也尚未發展既定之教學模式與特定教學方法(呂傑華、陳逸雯，2009;黃西玲，

 2009)- Cons^d^ne (1995)曾提出幾項實施媒體素養教育的優點，其可作為教師分析

 及決定課程實施的參考:(1)媒體素養教育包含跨學科領域的知識與技能，能方便連結

 與整合至現行課程要點;(2)媒體素養教育是以探究學習為基礎，強調反思教學及批判

 思考的應用;(3)媒體素養教育著重直接經驗的學習，符合目前的教育研究趨勢;(4)

 媒體素養教育鼓勵分組或團體的互動與溝通學習，有助於合作學習的運作;(5)媒體素

 養教育能吸引學習意願低落學生的參與，並有助於學習注意力的提昇;(6)媒體素養教

 育能促使學校課程與學生校外生活進行連結。

 在具體的教學實施作法部分，教師則可參考採用Buckingham (2003)所提出之由

 學生自行建構學習的三個循序階段^U)呈現並表達已具備之經驗知識;(2)瞭解並應用

 媒體之相關知識;(3)反思所學媒體內容並發展個人想法。根據上述學習觀點，我曾於

 另一篇文章中分析指出，教師需能引導學生反思自我媒體經驗、並以提供學生自主學習

 的方式，促使學生能積極參與媒體之檢視、探究及運用(簡梅瑩，2009)。西方國家，

 包括加拿大、澳洲、英國、瑞典、芬蘭、及德國，都已將媒體素養教育以跨學科領域整

 合、或單獨學科的方式，正式列人及實施於學校課程(吳翠珍，2004 ; Kubey, 2003 ;

 Wan & Gut, 200^)。其中，英國並以多年的媒體教育實施經驗，發展出一系列的教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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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包含有:單一文本分析、影響媒體文本呈現的脈絡因素分析、單一媒體個案研究、

 不同媒體文本改作、模擬製作新聞或記錄月、製產學生作品(林子斌，2005)。上述六

 項策略的規劃實施，前三項之單一文本分析、脈絡因素分析、及個案研究著重在發展學

 生的媒體分析能力，包括引導學生瞭解與評價文本內容、認識媒體製播之營運行銷方

 式、及分析單一媒體之製產行銷與消費狀況;後三項之文本改作、模擬、及製產則著重

 在發展學生的媒體近用能力，包括引導學生轉換文本內容、體驗文本製播、及參與文本

 製評。而如以上述英國戶磅婪展實施之策略，作為此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擬定的參考，在

 教學方法的選擇與採用部分，則應能以回應學生經驗興趣及鼓勵他們自主學習為考量。

 張慈軒與吳雪錡(2006)並曾建議教師以提供學生分擔學習責任與享有更多支配權的方

 式，進行師生間的對話、反省、溝通、及再反省，並藉此重塑師生間關係。

 楊巧玲(2006)曾指出文什回應教學法重視以適應學生背景能力的方式，規劃教

 學內容與引導學生參與學習;對話式教學法著重以師生對話的方式，批判思考自我的

 觀點與行動;連結式教學法則強調合作學習的重要並主張教師以引導支持的方式，鼓

 勵學生參與學習過程。基此，分析上述三種教學法納人此課程規劃實施之功能，包括:

文化回應教學法可提供教師以學生最常接觸喜歡的媒體種類及具備的媒體文化經

 驗，規劃發展學習內容並引導其參與學習和討論;對話式教學法可提供師生間就所討

 論的議題，進行不同觀點的表達互動與自我觀點的反省;連結式教學法則可提供教師

 以學習支持者的角色，鼓勵學生表達不同的聲音觀點，並以提供小組合作和討論的方

 興調。 式，促使學生間不同觀點想法的互動字^自

 參、研究方法

 此研究之目的在規劃發展國小媒體素養教育的課程內容與方向，及探討此課程如

 何影響教師教學成長及學生媒體素養能力，並對所擬定實施之課程教學內容進行持續

 評估與修正。基此，我以行動研究為策略，發展研究程序及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

 一、研究策略與資料收集方法

 Grundy (^988) ^ Ho^ter與Schwa「tZ-Barcott (^993)^及Mckernan (^991 )依據

 行動研究進行之方式，提出不同之類型區分，包括專家學者與教師共同參與之技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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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合作方式、及教師單獨研究之批判解放方式。行動研究於教學情境中之實施，能

 有助教師個人解決教學實務困境及提昇教學品質(林佩璇，2009) ;採用研究者與教師

 協同合作方式，能藉由雙方對教學情境之評估與共識，確認教學問題與提供可能之因應

 方式(Berg, 2004)。此行動研究之實施，旨在納人教師共同參與課程規劃與反省教學歷

 程，以評估教師教學知能與學生媒體素養能力之發展;基此，採用Berg (2004)所歸

 類之「實^/協同人審慎的形式」( A Pract^caI / Mubua^ Co^^aborat^ve / De^^berate Mode ) >

 由我提供諮詢回饋和教師規劃實施教學之合作方式，共同進行對問題的界定、及擬定實

 施與修正教學行動方案。此研究以所徵求合作教師之授課班級為場域，藉由行動研究之

 執行，共同反思檢討教學的歷程與結果;採用之資料收集方法及內容，說明如下:

 (1)研究日誌撰寫:記錄研究過程中我自己的觀察、情戚、反應與反省，以幫

 助檢視所收集分析的研究資料。

 (2)教室觀察記錄與教師教學省思:我以觀察參與的角色，記錄教學歷程，且

 常於課後脯以非正式訪問，詢問師生對學習過程中特定情境或事件的看法;並將所觀

 察記錄之資料彙整成檔案，以提供描述性的資料分析。針對教學過程中的問題，我力

 求與教師以對等互動方式，分享回韻彼此的看法，並以回應教師需求的方式，提供相

 關諮詢。另外，在完成教室觀察記錄後，並請教師檢視記錄內容及提供個人教學省思。

 (3)教師之半結構開放式錄音訪談:此研究與教師共進行有兩次訪談。第一次

 在課程實施前，主要在瞭解班級學生的背景與媒體經驗、教師本身的媒體素養與教學

 經驗、及對此課程的目標與期待;第二次是在課程實施後，主要在瞭解教師對課程目

 標達成的評估、課程實施過程的檢討、及協同合作的看法。

 (4)學生小組之半結構開放式錄影訪談:此訪談實施於課程結束後，從全班六

 組共29位學生中，每組徵求兩位自願參與的學生，並從自願參與的12位學生，再分

 為兩小組各6人參與訪談。由教師主持訪談，我在旁觀察記錄並輔以錄影，訪談內容

 主要在瞭解學生對課程各項教學活動的看法並評估學習成果。

 (5)學生之結構式問卷調查:此研究於課程實施前後以同一份問卷，分別請學

 生填寫個人意見，以比較學生參與此課程前後的差別，及作為對照其他質性資料的參

 考。問卷採用L^kert Sca^e五點量表，愈高的數字，代表愈同意這個間項，愈低的數字，

 代表愈不同意這個問項。問卷內容有兩部分共22題，包括媒體使用習慣4題及對媒

 體的認識18題;我根據與教師初步討論之教學方向，擬定問題後，再會請教師審閱。

 「媒體使用習慣」在瞭解學生的媒體背景與經驗，以提供媒體教材選擇的參考;「對

-41 -



 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4卷第2期

 媒體的認識」在探討學生的媒體素養能力，以提供教學內容規劃的參考。此研究並以

 前後測問卷結果作為修正教學內容與解決教學問題的參考。

 (6)文件收集與分析:此研究所收集的文件，包括所規劃之課程內容與教學資

 料、學習單、學生完成的新聞稿等。所收集的文件除能提供研究議題與間題的相關訊

 息，也是資料分析過程中重要的佐證參考資料。

 此研究以化名方式，分別代表參與此教學行動研究之教師與學生。

 (1)捻砸:畢業於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服務於目前任職的國小已有10年，

 期間主要擔任高年級班級導師，並曾兼任訓導組長。瞪砸教學認真，除積極參與各項

 教學專業研習與發展，也能試圖將所學實施於班級課程的規劃與教學。酸砸非常重視

 學生對學校周邊社區歷史與文化的認識，這幾年並以海洋議題為主題，統整相關學習

 領域、及帶領學生進行社區參訪。在媒體教學與應用部分，獎輒偶爾也會以相關影月

 來輔助主題教學，或作為期末獎勵學生之用。捻師曾是我所任教系所碩士班的在職

 生，在一次研究生小組會談中，我透過此研究主題的介紹說明，徵求與會者是否有興

 趣參與相關教學的規劃實施，貶砸主動回應願意嚐試，但也表示對媒體素養教育內容

 並不熟悉，及擔心任教班級學生思考表達能力的有限。我根據捻輒所分享的教學背景

 及經驗，建議她可就目前已規劃的性別及海洋議題，以納人相關媒體應用與分析的方

 式，規劃發展教學主題及內容。

 (2)學生:參與研究的班級為六年級學生，共有29位，女生18位、男生11位;

 其申14位為原住民學生，1位為客家人。多數學生居住於學校附近社區的勞工家庭，

 經濟收人較不穩定;只有兩位來自公職家庭，學生的學習成就與表現也較佳。此班級

 學生間互動良好，女生的學習態度及參與較男生積極，但在全班及小組討論部分，男

 生則比女生較積極表達個人的看法與意見。在媒體經驗部分，多數學生最常接觸的媒

 體為電視，並以看電視，特別是卡通，為個人放學後的主要休閒娛樂。全班只有約半

 數家裡有電腦，有接網路的則更少，所以有部分男學生喜歡至網咖與班上同學進行線

 上聊天、或流覽同學們的部落格。

 三、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

 此研究以所採用之資料收集方法，進行相關研究資料的整理與編碼，並針對所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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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各項資料，以回應研究問題之方式，進行資料的初步整理及分析。我主要是根據研究

 問題來發展資料整理的類別，並依此類別，分類整理所收集分析的資料。在資料分析與

 詮釋部分，我根據每一階段的資料分析結果，持續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詮釋，並採用逐步

 問題聚焦的方式，進行每一研究問題相關議題的分類，及發展建構對每一議題的分析與

 解釋。於此過程，我應用有三角檢驗法，進行不同資料來源、收集方法、收集情境、及

 解釋觀點的對照分析。其中問卷資料部分，則是使用Cohen's d值之效果量來描述及評

 估課程實施前後的差異。上述一連串持續，哇的資料分析與驗証過程，不僅提供我能根據

 所發展之研究問題，進行具體的教學描述與評估，並能同時根據分析結果，探討教師教

 學知能與學生媒體素養能力的表現與發展。此研究資料之編碼說明如下:

 表1研究資料編碼

戶乏 、料編碼編碼說明

 課觀，090101課堂觀察記錄，年月日。

 研省，090^01研究者教學觀察省思日誌，年月日。

 師省，090101聆師教學省思日誌，年月日。
@@

 訪師，090101訪談聆師之逐字稿，年月日。
@@

 訪組1或2，090101兩組學生訪談摘要記錄，年月日。

 學習單1-1 ^ 090101學習單組別及學習單編號(每組各9份)，年月日

 肆、課程內容與教學結果討論

 此課程的規劃實施是根據行動研究的自我反省螺旋式概念，包含Kem^^s與

 McTagga「t (^988)提出之規劃、行動、觀察、反省，及蔡清田(2000)所提出之規

 劃、行動、觀察、反省與再規劃。此研究之執行，除應用理論知識於教學目標、內容

 及方法之規劃，並藉由教學歷程之觀察與反省，評估修正課程內容。我們循序行動研

 究之四個循環步驟:問題確認、資料收集、資料分析與解釋、及資料回饋(Berg, 2004,

 p．197)，共同規劃反省教學內容與結果。根據上述行動研究之概念與實施步驟，在此

 分別以問題確認、行動方案擬定、及行動方案實施與反省，說明此課程內容與分析教

 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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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確認一訂定教學目標

 媒體素養教育課程的規劃實施，首先應能探討與瞭解學生的媒體及學習經驗，以

 能促使教師思考如何透過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的運作，具體實踐並回應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我在97學年第一學期確定墮輒的合作參與後，首先從瞭解學生的背景、媒

 體使用習慣、及希望達成的教學目標進行訪談。此班級學生的族群背景包含有原住民

 及客家人，但膛睡認為家長的參與和期望，及學生個人的學習態度才是影響學習表現

 的最主要因素。學生最常接觸使用的媒體為電視、其次是電腦，喜歡的電視節目主要

 是卡通，像是蠟筆小新及海綿贊贊;部分家裡有電腦網路的學生，則喜歡與同班同學

 以MSN上網聊天及貼置照月。捻師參與第一次訪談之前，除參考我提供的相關教學

 資料，也自行搜尋及流覽相關學習網站，並在訪談過程中分享自我的反思經驗:「我

 之前會把電視當作可能是洪水猛獸，可能是擋住它，不要讓我的孩子看，叫我的學生

 們不要看，可是我發現當我去查這些相關資料，發現入/我不應該這樣擋，我應該教

 他們如何釣魚，而不是去擋他們，讓他們去辨識哪些是適合他的，這樣才是解決之

 道……(訪師，090116)。」

 在教學目標的討論與訂定部分，墮師指出希望學生能選擇適合自己年齡觀看的節

 目、分辨節目中所呈現的刻板印象、及安排自我的收視習慣，也希望學生能根據對節

 目製作流程的認識，判斷節目內容訊息的真實性:「．…‥應該去辨識媒體它的一些製

 作過程，可能表達出來的只是一些渲染而已，那我們聽了可能就信以為真，可能就聞

 雞起舞，那這個東西可能會議我們失去判斷力，所以我希望學生能夠建立起自己的一

 個辨識能力，不要隨著媒體左右搖擺(訪師，090116)。」

 雖然聆師指出發展學生批判思考的重要性，但也擔心多數學生缺乏表達與批判的
 "一

 能力:「我比較擔^^他們的發表能力不是很好，然後他們在那種可能要去對一些事情

 有些看法的時候，我覺得要他們談出來也是．．．可能之前沒有做過那麼多的訓練。

 我怕他們沒有touch到我們要的那個核^^，變成是要由老師主導居多(訪師，090116)。」

 基此，我們在經由討論後共同協議，此課程除引導學生學習媒體特性、影響力及近用

 方式外，並以發展學生批判思考能力作為此課程規劃實施的目標。捻砸並依據所訂定

 的目標、已規劃的學習主題、及我提供之建議，開始初步的課程規劃;我們並再根據

 初步完成的教學計劃，討論需再修正之教學內容與實施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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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動方案擬定一發展教學內容與實施作法

 此課程根據上述所發展之教學目標，以連結學生經驗興趣和現行課程學習要點的

 方式，規劃教學主題與內容、及擬定教學實施作法，分述如下:

 1．教學主題

 媒體素養教育之課程內容，包括能探討與學習不同媒體特性、影響力、及接近使

 用方式;而教學實施，則著重以學生為中心，納人學生不同的媒體經驗及興趣。因此，

 我們首先就學生的媒體和學習經驗，及配合學校課程的學習要點，規劃所要進行探討

 的媒體種類與內容，並以Banks (1994)所提出之附加策略(^he add^ct^ve approach )

 的教學主題擬定方式，整合相關學習領域與議題，應用綜合活動的教學時間，發展學

 生所應學習具備之媒體素養知能。我並以英國媒體教育實施經驗所採用之教學策略，

 提供墮砸此課程教學活動規劃實施的參考，包括文本分析、脈絡分析、特定媒體的個

 案研究、模擬、及實作。此課程以學生能認識媒體寺生與產，;、分行奶、體影塑力、及

 近甩媒體為單元目標，共擬定實施有三個教學主題(請參閱附錄)，分別為:

 (1)媒體萬花筒(能認識媒體特性與產業^^弓^導學生瞭解個人的媒體接近方式

 與習慣、及認識不同媒體訊息溝通與製產行銷方式。學習內容包括媒體文本分析(卡

 通、報紙)、媒體脈絡分析(兒童節目、報紙的製產行銷及與觀眾群之關係)。整合之

 學習領域與議題包括有語文、社會、藝術與人文、及資訊。

 (2)性別平不平等(能分析媒體影響力)^引導學生分辨不同媒體呈現方式、及

 分析判讀媒體的訊息內容。學習內容包括廣告、綜藝節目、連續與偶像劇、及卡通在

 性別意識與刻板印象的呈現與影響。整合之學習領域與議題包括有語文、社會、健康

 與體育、資訊，及性別。

 (3)海洋祭祀巡禮(能近用媒體):引導學生認識訊息製播流程、收集與編輯訊

 息、及傳播訊息。學習內容包括參觀教育廣播電台、參訪七星潭及大陳一村的祭拜神

 廟、及模擬新聞播報與上傳新聞稿至班級網頁。整合之學習領域與議題包括有語文、

 社會、藝術與人文、資訊、環境、及海洋。

 2．教學實施作法

 為能落實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理念，並納人學生興趣和經驗於教學互動過程。此

 課程的教學實施作法，採用有文仕回應教學法、對話式教學法、及連結式教學法。以

 下就如何應用這些教學法於發展學生的媒體知能與文化反思，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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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化回應教學法:此教學法之應用與實施，提供教師T以學習促進者的角

 色，以轉什、解放的教學方式，納入學生媒體經驗於學習過程。我們根據學生最常接

 觸和喜歡的媒體類型、及已具備的媒體與文化經驗，發展學習內容及討論方向。例如

 在「媒體萬花筒」中納人學生熟悉喜歡的卡通與電視節目，引導其分享並說出媒體使

 用習慣與製產行銷方式;在「海洋祭祀巡禮」中納人學校周邊社區參訪與記錄整理，

 發展學生的資訊收集與編輯能力。

 (2)對話式教學法:此教學法之應用與實施，提供教師能以對話討論的方式，

 發展與增能學生的媒體反思和批判能力。例如在「媒體萬花筒」中納人平面新聞及電

 視節目討論，引導學生說出不同媒體訊息溝通與製產行銷方式;在「性別平不平等」

 中納人廣告、連續劇、綜藝和卡通節目的情節與角色討論，引導學生分辨不同媒體呈

 現方式與解讀批判訊息內容。而藉由師生對話過程，也能促使教師持續批判反思所規

 劃實施之學習內容、教學方法、及教學互動過程，是否有助達成對話之運作。

 (3)連結式教學法:此教學法之應用與實施，提供教師能以合作學習的方式，

 鼓勵學生思考與應用所學知識。例如在「性別平不平等」中納人學生小組對性別刻板

 印象的討論，促使學生思考分辨不同媒體呈現方式和訊息內容;在「海洋祭祀巡禮」

 中納人學生小組的合作收集與呈現社區資料，發展學生資訊收集、編輯和傳播能力。

 而藉由協助小組學習的歷程，也提供教師能持續反思自我的教學角色與行動，是否有

 助改變傳統教師權威角色及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三、行動方案實施與反省^評估反省教學結果

 此課程正式實施於97學年第二學期，我根據教學研究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探討

 參與此課程之教師教學反思、及學生媒體素養能力之發展。以下分別以教師教學成

 長、學生學習成果、及課程修正方向，進行教學結果的評估與反省:

 (一)教師教學成長

 此協同合作的教學行動研究形式，酸輒能藉由觀察學生的學習反應，及我們的討

 論，持續檢視評估教學的內容與方法;由此歷程所促成之個人教學成長如下:

 1．反思自我教學

 為能具體實踐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及幫助學生發展批判思考的學習能力，臉砸

 需要持續關注學生的學習過程、及檢視教學過程是否有提供學生參與對話的機會及思

 考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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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初覺得這個方法很有挑戰，自己本身教起來壓力會很大，因為我不知道

 他們(學生)會怎麼講、怎麼發表，那我就變成說需要有臨場的反應……我

 覺得每一分每一秒都耍很注意、很專^L^他們在回答甚麼，那我自己的思緒也

 不能跑掉，因為這樣我才有辦法回應。我自己也覺得學到不要去給小朋友答

 案，而是要給引導，多問小朋友為什麼，然後請他們說。(另外)我覺得因為

 我們比較少用這種方式上課，那學習單可以引導他們，就是讓他們整理一下

 可以發表的內容，那其實在他們寫學習單的時候，我覺得他們也會去思考。

 有些人是那種文字型的，就是要用讀跟寫的，就是在思考如何寫的時候，可

 能會表達的比較清楚(訪師，090630)?

 2．分析與應用媒體教材

 透過實際的教學運作，酸師並能針對所納人之媒體教材，檢視其難易度、及評估

 教材可延仲探討的內容與方向。

 我一直很介意就是讀報的部分，如果再來一次，我可能讀報的部分要重新再

 做一個選擇，我覺得可以選擇文字較易懂的，在批判的部分他們就可以冉更

 深入一點。還有就是那個卡通部分，我本來鎖定蠟筆小斯的刻板印象部分，
一

 可是後來竟跑出那同志(的劇情)，那是在我預期之外，所以那個地方在取材

 的時候，我還要再注意-T (訪師，090630)?

 (蠟筆小逝課堂討論之後)我以為他們會針對物化女性這部分來思考，但他

 們卻注意到同性戀這個部分……我們課本其實很少談到這一塊，學生的觀念

 也都比較傳統。但我覺得可以用節目的這一部分為起點，我打算在建康與體

 育的課程再和他們討論(課觀，090511)?

 另外，在有關教材的篩選採用及取得部分，貶砸也提出:「老師要知道現在可能

 流行的節目是甚麼……這個東西沒有結合到他們的興趣的話，而是依你個人經驗去搜

 取的話，變成小朋友會不喜歡，那討論也會比較有限。那如果這次不是你幫我們錄好

 節目的話，我覺得自己去找還有錄東西下來，對我來講是很大的問題。所以這部分如

 果可以設置一個教學平台……就是可以免費讓我們下載，我覺得這是會有幫助的(訪

 師? 0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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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素養教育的實施，多數學者及研究均呼籲有助學生批判反思能力的發展(李

 承宇^ 200^;林子斌^ 200^;吳美美^^996 ; Lac^na, 2005 ; Scharrer, 200^; Tho^an, 1^99 ;

 Wan & Gut, 2008 )，此研究發現教師透過課程運作的參與，也能有助發展個人的教學

 反思與專業準備。塗師透過我們的討論、及教學省思的撰寫，進行有教學行動前、中、

 後的反思，此反思歷程不僅促使其能關注學生學習的過程，並能針對所面臨的困境，

 分析自我的專業角色表現，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此合作教學形式除能充

 實教師的教學準備，也有助教師發展對自我教學行動與專業的反思。另外，根據酸師之

 經驗分享，也指出師資相關課程在培訓職前與在職教師思考分析媒體文本及應用媒體於

 課程整合之重要性;而相關教育單位，則可致力規劃發展能便利教師運用之媒體資源。

 (二)學生學習成果

 此課程的規劃，主要在能納入學生的媒體經驗和興趣，以發展學生對媒體特性、

 影響力、及近用方式的瞭解及應用。透過學生課堂的參與表現、及其他教學研究資料

 所呈現的結果，所反映之學習結果如下:

 10認識媒體特性與分析媒體影響力

 納人學生媒體經驗於課程的規劃實施，能弓^發學生參與學習及討論的興趣，學生

 也能藉由反思自我的媒體經驗，辨別不同媒體特性與應用方式，並能思考分析媒體於

 形塑社會文化及刻板印象的影響。首先以教師觀察的學習參與改變情形來看:

 他們很喜歡上這一堂課，因為他們覺得老師不會就是一定要怎麼樣，而是可

 以開放他們怎麼去討論都OK．…‥那這個是屬於比較活潑的課程，或是跟他們

 平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那些比較調皮搗蛋的小朋友就很喜歡這些東西，

 他們在接觸這個課程的時候，我覺得他們的參與度真的是變高了(訪師，

090630)?

 透過師生及同擠間的對話討論，除能促使學生積極參與討論，也能逐步引導學生

 思考自我所持的觀點及學習內容:

 師以波利天使廣告中男為女犧牲生命之文本，提問刻板印象在此如何呈現。
一

 組六生5 ^J應:「應該是女生為男生犧牲^   (陸續有學生說出仙劍的廣告詞:

 願用我十年的修練，換回你的生命．‥)」師再提問:「現實生活中是女生還是

 男生比較癡情?   (學生回應都有兀師回應:「這廣告告訴我們為了愛就要犧

?48-



簡梅瑩國小媒體素養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

 牲，還有沒有其他廣告也是傳達這個訊息?(部分學生回應仙劍)」師再提問:
@@

 「你們有沒有覺得一件很可怕的事，如果仙劍或是波利大提一直在播，會不

 會影響你們覺得為了愛情就是要犧牲自己?組四生3:會^ (同學同聲笑他兀

 (課觀^ 09042^)?

 承續波利主皇及世劍的討論後，師要求各組學生討論述火所傳達的刻板印

 象。有兩組指出「男生喜歡大胸部、女生不喜歡禿頭(學習單6-4 ^ 090428 )」、

 及「男生不一定喜歡胸大的女生、女生也不一定喜歡有頭髮的男生(學習單

 2-4 1 090428 )」，其他四組則指出因為愛情，可以犧牲一切……師之前就愛情

 是否需要為彼此犧牲的討論，似乎影響學生多就影月主角的行為表現做分

 析，而缺乏對影月內容隱含的訊息做分析。因此多數學生未能進一步分析冰
一

 火在性別刻板印象的呈現方式。但透過師巡視各組討論過程中的引導與提

 問，學生還是能分析出月中男女行為所呈現的性別意識，如第二及第六組的

 學生(研省，09042^) o

 而根據教師的觀察，此課程的學習經驗，也促使學生能主動思考生活情境中所接

 觸的媒體文本及傳播的訊息內容:

 小朋友對刻板印象相當有概念，將廣告無意間形塑的刻板印象能找出來，如

 男主外、女主內;連續劇中敗犬女王(對30歲以上未婚之女性)稱呼不尊重;

 電玩以胸大、貌美女生為代言人，吸引男性購買(師省，090428 )。批判思考

 能力部分，在(參觀電台)錄音後，他們就會知道預錄跟現場錄音的不同，

 那在看新聞的時間(中午的午餐休息時間)就會告訴我說，這個都是講有關

 某個黨的好，他們說這就是偏這個黨的．…‥那個卡通裡面的性別意識，他們

 也比較會去思考說這個是帶有刻板印象，然後在看遴趨貸糞，他們也會去討

 論到那個海綿昱糞的一個行為或者是想法有什麼不對的地方(訪師，090630)-

 2．認識媒體產業與近用媒體

 提供學生參與媒體產業的討論、觀摩與實作，此歷程不僅能幫助學生瞭解特定媒

 體的行銷手法及製播過程，並能藉由親身參與及模擬媒體製產的過程，發展對不同媒

 體特性及影響力的瞭解。在引導學生認識媒體行銷與製產部分，首先是以學生所熟悉

 喜歡的電視節目為起點，進行課堂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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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以呈土大至提問該節目透過什麼方式提高收視率，各組學生回應有手機、

 電腦、報紙、電台廣告、名人當主持人、及PK賽。師繼而提問P^賽與節目

 中所顯示簡訊投票數的關係，並提問參與投票的觀眾是否會因所支持的參賽

 者而收看節目。另外，師再提問該節目是否還有其他的相關產品及活動，學

 生陸續回應有簽唱會、CD專輯、公仔、網頁陳列的活動訊息等。師最後總結

 說明電視節目透過推出產品及活動來提高收視率，而透過收視率所取得之收

 益則可舉辦更多的活動(課觀，09042^)?

 小朋友對於節目的相關產品相當了解，但課前尚未知道是媒體製產方式，透

 過這堂課他們才連結到。尤其是簡訊投票部份，藉此次機會小朋友可以知道

 你隨便打，就浪費了錢，聚沙成塔是相當可觀的數目(師省，09060421)?

 除了課堂上有關電視節目及平面新聞的討論，也安排學生參觀廣播電台及體驗製

 播流程，這些經驗也促使學生能針對不同媒體特性及影響力，表達其想法:

 生(2男4女)^(報紙新聞)頭條都一樣時，代表那個新聞很重要。不一樣時，

 蘋果會以社會和/L卦新聞為主，聯合會以全國性新聞為主(訪組2，090616)?

 回程路上(參觀廣播電台後)與小朋友聊到錄音的問題，原來不是現場的可

 以隨時刪掉，那若不合主持人的意見是否會被刪掉，電視節目也會有這樣的

 現象出現，這樣會有失公平性，我^t^裡偷偷的竊喜，上這些課已慢慢在學生

 ̂L^裡播下種子並且慢慢發芽了(師省，09060522)?

 而此課程最後的新聞模擬製播活動，則促使學生能透過實作參與的歷程，思考媒

 體文本呈現的內容與方式:

 (聽完社區及祭祀主神廟的介紹後，師請各組討論並同時根據先前從網路搜

 尋之資料完成學習單問題，以作為擬定新聞稿之參考)各組討論其間，如果

 經由研或師提問「你們是否確定?^學生會主動再向蔣老師(社區介紹人)

 詢問查證。研建議一女生組可以提供祭典的由來及確切時間、參與的人、祭

 拜的貢品(三牲)、及這些貢品從過去到現在有甚麼不同，學生開始循項查詢

 記錄，對不確定的資料也能主動向蔣老師求證。最後該組並向我說「我們都

 寫好了^」研回應如果要讓斯聞報導(後續課堂播報活動)趣味化並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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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地方特色的資訊，學生開始很認真的思考並指出

 廟內的兩艘船，以及之後發現置於廟內左邊的蔣公人像等，並開始拍照(課

 觀^ 090526)=

 此課程以文化回應教學法進行教材準備與教學活動實施，主要是以結合學生興趣

 和經驗為考量，而從學生的學習參與及表現，也驗證許多學者所提出之納人學生媒體

 經驗和興趣於學習過程的重要性(吳翠珍、陳世敏，2007 ; Cheung, 2005 ; Fur^ong &

 Maynard, 1995 ; Lac^na, 2005)。上述研究資料除提供有媒體素養課程於發展學生知覺

 及批判思考媒體影響力的具體例證，也回應Scharrer(2002)所提出之媒體訊息內容、

 運作過程、製產機構、及對社會大眾影響的學習，能有助發展學習者知覺與探討媒體

 內容所呈現的重要社會與文化議題。另外，Cons^dine (1995)曾就實施媒體素養教育

 所提出的優點，包括有助合作學習的運作、吸引學習意願低落學生的參與、及連結學

 校與校外生活課程，也從此研究結果得到驗證。

 (^)課程修正方向

 此課程主要是根據每次上課師生互動情形的觀察，及課後與獎師的討論，進行教

 學方法與內容的逐步修正。另外，根據課程實施前後的問卷調查結果，也提供我們反

 思未來此類課程有待再修正與納人的方向。

 1．課程實施申的檢視修正

 此課程前後共進行有六次的課堂教學及兩次的戶外參訪，每次兩小時。為能因應

 配合學校的活動，教學時間與內容曾進行多次的縮減調整，致使課程進行的相當緊

 湊;因此，在提問及討論的過程中，常無法提供學生充分的思考時間。我們曾就此進

 行多次討論，而這也是此課程實施過程中，持續檢視與修正的部分;例如:

 師並未等待學生提出回應，便給予個人觀點;課後討論時，我建議可以引導

 學生對問題的質疑思考，並儘量避免以我們的觀點影響學生。師回應主要是

 考量時間的有限。另外，在我提出報紙也有可能因所支持的政黨、總編個人

 的理念、及營收的考量，而缺乏客觀求證的報導，師認為這的確可以在後續

 的課程再次帶入教學並與學生討論(研省，090407)?

 另外，瞪師個人的批判能力及過去所習慣的教學模式，也是影響和限制師生間對

 話及思考內容的因素:「我覺得我這一部分(個人的批判思考)就比較弱，所以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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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就比較入~就只有這一次在上這個課程的時候，才有帶這個方式給小朋友

 啦……因為我們通常都是上正規課程阿，然後就是像國語、數學就已經是既定的東

 西，有固定的答案，所以我們就不會讓小朋友去思考，不會那麼強調說你要去思考它

 (訪師，090630)」?

 2．課程實施後的評估修正

 在課程實施過程中，雖然曾多次檢視修正如何引導學生參與討論及進行思考，但

 根據課程最後的社區參訪及新聞製播模擬過程，我們發現學生對問題的覺察、思考、

 及探究能力都還有待發展;舉例如下:

 如果要促使學生能專注聽取資訊，及主動收集資料，必須要讓學生能清楚知

 道自己的「任務為何」，師在最後回應學生今天的表現時，也提到「所以要給

 你們任務，才會認真收集資料」。另外，師在學習任務的安排上，雖提供有一

 定的彈性，但多是以引導學生完成事先分派的問題為主。應該可以引導學生

 根據所聽取或觀察的事項後，再思考可以進一步探究的問題，而如何幫助學

 生收集與查證資料也是社區參訪前可規劃的課程內容(研省，090526)?

 (新聞製播模擬)訪問的過程，學生只提問所準備的問題，並未就受訪者的

 意見進一步提問，6組的報導在20分鐘內便完成。學生報導與訪問的技巧我

 覺得可以事先提供指導，也可以讓學生思考並討論所要採訪的問題，以讓此

 活動能確實促進學生思考能力的應用、及更具互動性的體驗新聞製播流程(研

 省^ 090616)?

 因此，此課程在提供學生自主學習部分，我們應該事先與學生溝通說明學習活動

 之目的及個別擔負之責任，並引導學生思考所要探討的問題，及資料收集與查證的作

 法。另外，課堂的學習討論及課程結束後的兩組學生訪談，會主動發言和提供意見的

 多是幾位特定的學生，所以我們雖然安排小組合作方式，鼓勵學生表達不同觀點與意

 見，但如何充分納人每位學生的參與及聲音，也是此課程有待修正之處;舉例如下:

 在討論過程中(學生小組訪談)，常常是由平常就喜歡發言的學生提供意見，

 其他同學則附和其看法，女生主動發言的情形也較少……(另外)師在提問

 部分往往未能冉深入探索或澄清、也未能徵詢較少發言者的觀點，所以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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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的討論均較少就「原因」的部分，提供學生的觀點。由於考量學生可能

 因不熟悉我而影響討論的互動，所以由師主持討論，我覺得我應該先與師澄

 清訪談的目的及各項問題所要探討瞭解的學習成果為何，如此師應較能掌握

 各項問題可再深入探討的方向(研省，090616)^

 整合分析上述資料，此課程所採用實施之三種教學方法，特別是對話式與連結式

 教學法，除受限於課程進度壓力及教學時間不足，我們未能在相關學習活動前進行充

 分溝通、及以提供學習支持的方式，鼓勵引導學生表達意見並規劃安排學習任務，也

 是影響限制師生間對話及學生思考探究能力表現的可能因素。

 最後，針對課程內容有待修正及充實的部分，墮砸指出:「他們^^上網的部分是

 會，在上電腦課的時候，我有叫他們打上去、把它(新聞稿)丟到班網……(但)我覺

 得那個網路資訊，我們好像都沒有談到，小朋友現在接觸很多的，說實在……(訪師，

 09063^)」。對照表2，依據Cohen ^U斷效果量之指標，d=^.5^及dd=0.80分別代表中度

 及高度效果(Huc^,2000);此課程實施後達到中度以上效果的題項分別為第4題(我

 相信報紙報導的新聞內容都是真的)   (七0．60)、第15題(我認為媒體對女性的呈現方

 式是公平客觀的)   (dd=0.61)、及第17題(我會使用網路收集資料) (d=0.79)。其中，

 第17題(我會使用網路收集資料)所呈現之課程實施效果，指出學生參與課程後，使

 用網路來收集資料的同意度有減低;但第7題(我相信網路奇摩知識家的知識內容)卻

 未能顯現課程實施效果，則指出學生參與課程後，相信網路資訊的同意度未有改變。分

 析兩題結果發現，學生雖能質疑是否該以網路為資料收集來源，但對網路資訊真偽的辨

 識能力卻仍有待發展。另外，第4題(我相信報紙報導的新聞內容都是真的)所呈現之

 課程實施效果，指出課程實施後，學生對報紙新聞真實，性的同意度有減^^;但第12題

 (我認為民眾花錢買報紙，是報紙的主要收人來源)卻未能顯現課程實施效果，指出課

 程實施後，學生對報紙收人來源是基於民眾購買的同意度未有改變。分析兩題結果發

 現，學生雖能辨識報紙新聞的真實性，卻仍有待進一步認識其營收方式。檢視此課程在

 平面新聞的教學討論過程中，我們的確較為著重在版面編排與頭條內容如何吸引閱聽人

 的注意與購買，而未就主要營收方式如廣告收益部分，提供說明與討論。綜合上述結果，

 此課程的修正與發展，除需納人辨識網路資訊的學習內容，也需更積極提供學生參與媒

 體內容與營收討論的學習機會;我們並需在教學的過程中，持續檢視各項活動的規劃實

 施是否有回應及達成學習目標，以能立即採取教學因應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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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對媒體的認識

 題目內容前涓14《囊淇^l d{直

平均數標準差平均數標準差

 1我相信電視連續劇都是真的3．52 0.79 3.45 0.95       -0.09

2.41 l.09 2.83 0.85 0.44

3.79 0.69 3.76 0.95        -0.04

 2我相信電視新聞報導的內容
都是真的

 3我相信電視廣告的產品都沒

 謙賀賃摺紙報導的新聞內容2．45 1.06 2.97 0.78 0.60
 謊賀冀醋路報導的新聞內容2．66 1.05 2.76 0.99 0．^0
 謗諾脅饕鑒鑣黨實將記者採2．62 0.98 2.72 1.03 0.l1
 議閔奏網路奇摩知識家的知2．69 0.89 2.28 1.00       -0.48
 諉緊蘆蠶鬢堅j擎竇內容也會3．34 1.05 3.30 I.17       -0.04

 g我Eu^為廣播都定現場百播3．03 0.78 3.07 1.05 0.04

 10我認為電視節目的製作與播3.21 0.94 3.66 1.05 0.47
 放，都有針對特別的觀眾團體"""""

 11蟄認為蠻見節目望視率越2．90 0.82 2.66 0.97        -0.31
 同，代表"質也越同

 12我認為民眾花錢買報紙，是報2.83 0.81 2.34 1.14       -0.49
 紙的主要收人來源"""""

 13我認為媒體內容都是中立3.62 0.98 3131 l.O0       -0.33
 的，不會受任何人的影響"""""

 14我認為媒體的內容能代表真
 實世界，不會特意扭曲事實真3．62 0.90 3.24 0.87       -0.50像

式正乙平客觀勺 15球聲戾蟹體對白女性的呈現方2．66 0.97 3.24 1.02 0.61
 16我認為媒體對男性的呈現方2.66 1.01 3.03 1.12 0.35
 式是公平客觀的"""""

 17我會使用網路收集資料1．66 0.72 2.34 1.08 0.79

 18我會將自己的作品及作業傳2．97 0.87 3.03 1.15 0.07
 廷放置在網頁．-

 N^2g採L^kert S^a^e五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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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此課程實施有助於發展教師個人的教學行動反思，並促使教師能針對

 所分析的教學問題，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然而，根據上述的課程評估結果，雖然教

 師能知覺自我引導角色的重要，也致力於開放師生間的對話溝通，但可以發現多數學

 生的問題思考及探討能力仍有待發展;另外，學生在辯識網路資訊及認識媒體營收部

 分，也都有待再學習。渲促使我反省在與教師合作互動過程中，除著力於共同協商與

 規劃教學內容，更應提供教師思考及定位自我教學角色的機會，並以鼓勵其持續檢視

 教學目標及評估教學結果的方式，思考與修正教學內容。Schwarz (2001)曾提出教

 師要能定位自己為學校教育及社會改變的中介者，並致力發展自我的批判思考、溝

 通、媒體使用能力，及對不同文化的知覺與認識。Wan與Gut (2008)並指出在媒體

 學習的過程，教師應培養學生高層次的思考技巧以增能他們的學習。我為能減少教師

 被觀察之壓力及考量本身權力角色之影響，多以回應教學現況及問題的方式與教師互

 動，而較少主動就其教學角色及表現部分，提出回饋建議，致使此課程雖能藉由文化

 回應教學法促成學生參與學習的興趣，但在對話式及連結式教學法的應用實施，卻仍

 不時受限於教師觀點的主導。學生思考能力之表現與發展有賴教師個人批判意識的覺

 醒與實踐，而教師批判素養則需要有持續參與專業對話的機會。因此，未來此類課程

 的實施，合作研究者或專業夥伴應力求以權力對等的方式，協助教師清楚定位自我的

 角色及任務，並以提供學生發展自主學習能力為目標，促使教師反覆檢視思考其教學

 行動。

 伍、結論與報章議

 此研究採用協同合作之教學行動研究形式，透過與一位國小六年級教師之合作，

 共同規劃發展媒體素養教育之課程內容，及評估此課程對教師教學知能與學生媒體素

 養發展之影響。Fa^s-Bor^a與Rahman ( I^^^) ^ Reason (1994)指出行動研究之實施

 是為促使參與成員能直接受益於研究所產出的資訊或知識，以敢動並增能這些成員運

 用知識的動機及能力。此課程之實施，除幫助教師能整合媒體資源於相關學習領域與

 議題之規劃，並提供學生能納人己身經驗於學習內容的思考與應用。在此，分別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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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合作之知識經驗互惠如何促使課程規劃發展、及權力對等關係如何影響限制教學實

 施兩部分，提出分析與結論:

 (1)知識經驗互惠與課程規劃發展:我以提供教學諮詢回體的角色，參與此課

 程之規劃發展;此合作形式除敗動教師對媒體素養教育之重視，並促使其整合媒體於

 課程之運作。我們首先根據現行課程已納人之性別與海洋議題，及學生有待發展之媒

 體素養為起點，討論教學內容與方向;再根據媒體素養能力三大指標，包括認識媒體

 特性、影響力、及接近使用方式，確定教學目標與完成初步教學計劃。課程實施前及

 中，並根據第一次問卷結果、觀察學生反應及持續教學反思，檢視修正教學內容。在

 此過程，我們秉持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理念，納人學生媒體經驗及興趣，作為選擇媒

 體資源及引導媒體內容分析的參考;並以附加策略的教學主題擬定方式，整合相關學

 習領域與議題，以綜合活動的教學時間，發展實施一系列教學活動，以引導學生認識、

 反思及應用媒體。此課程根據所要達成之教學目標，包括能認識媒體性與產業、分
一

 柢媒體影響刃、及近甩媒體，共擬定實施三個教學主題，分別為:媒體萬花筒、性別

 平不平等、海洋祭杞巡禮，並採用文化回應教學法、對話式教學法、及連結式教學法，

 實施各項學習活動。上述合作歷程不僅幫助教師能以主題統整方式，納人媒體於課程

 規劃與教學實施，並能促使其反思自我教學及發展對媒體教材的敏感度;而藉由規劃

 發展之教學主題與方法，學生則受益於能知覺及思考媒體所呈現反映之社會文化與刻

 板印象，並能經由參與媒體產業的討論、觀摩與實作，認識不同媒體特性及近用方式。

 (2)權力對等關係與教學實施限制:我們根據行動研究之自我反省螺旋式概念，

 除共同規劃課程內容，也藉由教學行動之觀察與彼此回饋，持續檢視與修正教學方

 向。為能降低趁師參與此研究可能威受的壓力及教學負荷，我以連結墮砸已備教學經

 驗及現行課程內容的方式，提供教學諮詢與回饋;在教學行動實施與反省的過程中，

 並遵循支持鼓勵及對等的方式，提供觀察回饋與修正建議。墮砸與我的師生關係，讓

 我們在互動對話的過程中各有自我角色的考量與限制;我可以感覺酸輒非常在意自己

 的教學是否符合"老師"期望，而我則是非常謹慎不要讓雖砸威受壓力及對自我教學

 表現產生挫折咸。因此，我發現酸師雖能藉由文化回應教學法以納人學生媒體經驗的

 方式，引起學生參與討論的興趣，但在實施對話式與連結式教學法的過程中，卻還是

 不時陷人教師觀點導向教學、且常因時間壓力而缺乏鼓勵不同學生發言及參與討論;

 基於考量教學時間不足及不讓捻輒戚到為難，致使我們對此間題始終末能達到確實改

 善，也因此限制了學生問題思考及探究能力之發展。另外，合作之初，墮師表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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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自己批判能力不足而影響教學，為能避免捻輒戚到被觀察的不安與挫折，對其教

 學角色與行動表現，我給予的情感支持常是多於專業回饋，也因此限制了彼此間更真

 誠與深層的經驗分享。回顧整個教學歷程，雖然我們似乎未能經由深層的互為揭露而

 使教學歷程與結果更為精緻，但透過彼此提供經驗觀點的支持回饋方式，也的確幫助

 教師能就自我教學進行反思，並能根據對學習情境及結果之反省評估，思考課程修正

 方向，包括能知覺自我引導角色與師生間對話溝通之重要、及課程應再納人學生辨識

 網路資訊與認識媒體營收之學習機會。

 在此，根據教學研究經驗，首先就課程規劃實施與研究方法兩部分，提出個人的

 反思，並就反思結果，提出對相關單位及未來研究的建議:

 (1)附加課程與教學模式之限制:教師根據對班級學生的熟悉與瞭解，能充分

 掌握以學生的媒體經驗及興趣，規劃課程內容;而我則以提供教學資源輔助及教學內

 容諮詢的方式，幫助教師能有系統的進行教學準備與運作。然而，此課程因是以附加

 方式納人於學校課程中，且實施的班級為六年級畢業斑學生，教師經常因課程時間的

 限制，而必須調整教學時段和縮短教學時間及內容;例如，廣播電台的參觀部分，就

 因缺乏參觀前的準備，而缺乏提供學生問題提問的準備。另外，課堂的教學與討論部

 分，教師有時也因課程進度的壓力、及受限於標準答案導向的教學模式與個人批判能

 力，而未能提供學生充分的思考時間及表達不同觀點。

 (2)資料收集與研究倫理之權衡:此協同合作研究形式，除能促使教師發展對

 媒體素養教育之關注與發展教學實施作法，並能透過彼此間的討論回饋，持續檢視及

 修正教學方法與內容。然而，我的觀察參與角色、及又是師培者的身份，在課程實施

 初期，的確影教學;例如，教師所顯現的緊張與不自在、及持續詢問是否有符合我的

 期望等。為能減少對教師及教學現場的影響，我在持續給予客觀回應的同時，並與教

 師討論教學記錄的方式;在考量研究倫理與資料真實性之後，決定尊重教師意願，不

 採用錄影，而以觀察記錄的方式，提供教學評估的參考。另外，為能避免我個人知識

 權威角色介人教學運作，及影響與教師的對等合作關係，我多是以回應教師需求的方

 式，提供諮詢回饋，但卻也可能限制教師參與此研究可隨之受惠的專業成長，特別是

 在如何突破個人教學模式及批判自我觀點部分。上述經驗讓我體會師培者以協同合作

 方式參與教學現場研究的兩難，即如何避免權威角色所可能面臨的研究倫理與資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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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性問題，卻又能同時善盡參與教學行動省稅與改進之任務。此外，此研究與學生在

 課程結束後的問卷施測，因接近畢業典禮預演時間，少數學生為急於完成，全以量表

 中間「普通」為選項，雖然教師要求再次用心填寫，卻仍難以確定學生是否有認真檢

 視自己的學習、或是基於自己的意願填寫問卷。

 (3)專業養成與教學資源之持續發展:教師透過此研究的參與，雖認同媒體素

 養教育納人課程的重要與必要性，但也表示具體的教學實施卻常受限於相關教學知

 能、媒體資源、及學校支持。因此，師資培育與專業研習單位應著重對此教學議題的

 培訓，以提供教師相關教學知能的學習與發展;而根據參與此次研究之個人經驗反

 思，也建議參與培訓課程的師培者可藉由己身的示範引導，提供有助媒體素養能力發

 展之具體作法，包括持續檢視自我能否突破知識權威的限制，並以主動揭露自我觀點

 經驗及鼓勵教師回饋分享之方式，逐步與其建立實質的對等關係，以促成師生及同擠

 間批判觀點的相互回饋。另外，為便利教師教學的準備，相關教育單位應能整合現有

 的媒體資源，以回應媒體素養能力指標的方式，透過網站目錄分類及互動諮詢的方

 式，提供教師查詢及應用。最後，各級學校單位也可透過行政領導與支持，鼓勵教師

 參與此類課程的實施。

 (4)教學反思與跨專業之後續研究:未來此類課程的規劃實施，教師要能知覺

 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並熟悉瞭解其教學目標與內容，及發展對不同媒體內容與自我

 教學的批判反思能力，此包括「為何」與「如何」選擇並應用媒體、及持續檢視自我

 是否陷人單一觀點與標準答案導向的教學。另外，此類課程未來也可擴展至跨學習領

 域或專業的教師協同合作，特別是納人資訊教師，除可透過資訊課程提供網路傳播方

 式與內容的探討，並可同時進行與教學主題相關的影片搜尋，以能更具體回應學生興

 趣及發展其媒體近用能力。最後，如前所述，此課程的實施班級為六年級畢業班學生，

 因此未能有機會以同一班級，進行後續的學習評估及相關課程的後續行動研究;未來

 研究可擬以中年級或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參與對象，持續規劃並實施此類教學研究。

 亡""
山口

 咸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獎勵補助( NSC-97-24^^-H-259-054 )、參與研究

 之捻師與學生;並於此再次咸謝審稿與編輯委員所提供之修正建議與指導，致使此文

 在研究資料、架構標題、及協同研究關係均能有更審慎之分析與省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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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認識媒
體特性與

 ̂-1．能分享媒

體接近方

式與習慣

 1-2．能說出不

同媒體訊

息溝通方

式

 1-3．能說出不

同媒體製

產與行銷

方式

 、文本分析:

 (^)調查學生最;

 (卡通或偶像連戲劇

 等)，再進行討論。

賞票選出的一級卡通或

@

 (三)瞭解卡通文本的內容。

 (四)瞭解卡通文本傳達的意
 義。

 (五)發表對卡通文本的看法。
 、脈絡分析

 (-)以之前討論過的卡通、平
 面新聞、電視廣告、網路

 及廣播等進行介紹。

 (二)以蘋果日報、聯合報及更
生日報讓學生分組和分

析介紹媒體製產與閱聽

 人的關係。

 (三)平面新聞分析:
 1．不同新聞報紙的頭版標

 題與內容摘要。

 2．文字圖月版面的排置。

 3．閱讀群眾及媒體製產。

 、特定媒體文本的製產、行銷

 與消費情況。

 (-)以『星光大道』為例，收

(

視群鎖

 )以Y^^0節目為例，收
 視群鎖定為誰?

 (三)其共同推銷方式有哪些?
 (四)消費情況有哪些?

 -第一部分結束-

文化回

應教學

法

對話式

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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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時間

語文

社會

藝術與人文

 攻"H 貝。

分

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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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

社會

健康與體育

資訊

 '^生月U

 1．對話式

教學法

 2．連結式

教學法

 4o分

 ̂40分

 1．文化回
十輿

 ̂40分

 ̂80分

 8o分

法

 2．連結式

教學法

分
^120

 4o分

 4o分

 '^生男U	2．能分析媒	一、廣告性別意識之探討
 平不平等	體影響力	以課堂所播放的廣告，請學
 	2-1．能分辨不	生討論出廣告內容是否隱含
 	同媒體呈	有，^生別刻板印象。
 	現方式	二、連續劇性別意識之探討
 1	2-2．能解讀媒	(一)以連續劇『娘家"為例，
 	體訊息	請學生討論出劇情內容是
 	2-3．怠;丰亡匕半U媒	否隱含有性別刻板印象。

 	體言比息	(二)請刁鳴膀寸;侖其他戲劇類型所呈現及隱合古圳胡嗚謗題。三、綜藝節目性別意識之探討以綜藝節目為例，請學生討論出節目內容是否隱含有性別刻板印象。四、卡通節目性別意識之探討"以『蠟筆小新』為例，請學生討論出節目內容是否隱含有性別刻板印象。-第二部分結束-
 海洋巡禮	3．能近用媒	一、參觀教育廣播電台
 	骨典豆	(-)認識廣播製作流程。
 	3-1．能收集資	(^)認識預錄與現場節目的不
 	"R--口	同。
 	3-2．能編輯與	(三)錄音室體驗接受訪問。
 	呈現資訊	二、祭祀神明的踏查
 	3-3．能傳播資	(-)參觀並認識七星潭及大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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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語文

藝術與人文

資訊

環境

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