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德教育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名稱 有「媒」有真相？——認識與辨析媒體立場 

作品 
適用階段 
（請勾選） 

£幼兒園 
£國民小學低、中、高年級（請擇一圈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大專校院 

教學時間 3節 
 

教學方式 

£主題式 

◼融入式：融入之領域/科目/議題：＿資訊教育＿；融入之教科書版本及單元   翰林

版國文自學選文：面對假訊息，其實我可以這麼做！；領域/科目/議題之相關能力指

標(核心素養)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徵稿主題 
（請勾選一項至

多三項） 
 

£尊重生命£孝悌仁愛£誠實信用£自律負責 

£謙遜包容£欣賞感恩£行善關懷◼公平正義 

£廉潔自持◼其他(請說明) 公民意識與行動 

設計理念 
（學生背景經驗

分析、教材內

涵） 

一、學習表現 
1. 能理解媒體與社群網路的新聞產製及其對公共意見形塑的過程。 
2. 靈活應用科技與資訊，增進聽聆聽能力，加強互動學習效果。 
3. 依理解的內容，明確表達意見，進行有條理的思辨。 
 
二、學習內容 
1. 媒體在公共意見形成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對閱聽人的影響。 
2. 區辨新聞資訊的事實與觀點。辨別新聞媒體的運作、理解網路社群媒體的影
響。 

3.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4. 能思考表達，團隊合作主動發表自己的觀點與想法。 
 
三、總綱核心素養： 
1. 社 J-A2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變或解決問題。 
2. 國-J-B2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及省
思，並轉化成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3. 國-J-C1閱讀各類文本， 從中培養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生活環
境，主動關懷社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趣。 

4. 國-J-C2在國語文學習情境中，與他人合作學習，增進理解、溝通與包容的能
力，在生活中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四、議題融入： 
1. 閱讀素養教育：閱讀素養教育應包含培育學生運用文本進行批判思考、解決問
題、建構知能、社會生活及善用資訊等能力。 

2. 資訊教育：增進善用資訊解決問題的能力，養成資訊社會應有的態度與責任。 
 



五、學習目標： 
1. 結合國語文與科技資訊，進行跨領域探索，發展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
礎。  

2. 培養學生具備正確「解讀媒體」、「選擇媒體」、「評估媒體」、「近用媒體」等態
度和能力的主動閱聽人。  

3. 思辨探索中建立正確價值觀，找到自己的定位。  
4. 關切本土與全球議題，拓展國際視野。 
 
六、評量方式： 
1. 以時事引導學生思考媒體報導同一事件的差異性，並觀察其課堂參與程度。 
2. 利用「比報任務」學習單讓學生比較同一新聞事件報導的版面配置、標題與內
文差異，來認識媒體和辨析媒體的立場。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

間 
評量 
方式 

教學 
注意

事項 

教學 
資源 

 
 
 
一、 
1. 瞭解學生對
於新聞時事

的關注及掌

握的程度。 
2. 激發發學生
體認對國內

外時事新聞

的敏感度及

匱乏感，進

而產生追求

新聞知識的

渴望。 
 
 
 
 
二、 
1. 瞭解學生對
媒體的想

法。 
2. 引導學生檢
索對媒體的

先備知識，

進而連結後

續新知的課

程。 
 
 
 
 

【第一節：媒體探照燈——認識媒體】 
 
一、全民「新」攻略（暖身活動） 

(全民『新』攻略」新聞時事九宮格中的設計內容
取材自當週的最新國內外時事) 
1. 學生透過新聞事件的關鍵字等線索，來判斷
發生該事件的地點、主要人物或事件。 

2. 小組分工合作於時間內討論出答案填入九宮
格中 

3. 最先正確連成三條線的組別則可獲得「智慧
勳章」。 

       
 
 
 
 
 
 
 

 
 
二、媒體印象聯想 
1. 請小組將自己對「媒體」的印象寫入九宮格內 

   

 媒體  

   

 
2. 小組輪流說出自己的答案 
3. 討論：想到這個答案的原因？ 
4. 教師總結：大家對於媒體都有自己的印象，但也

 
 
10
分 
 
 
 
 
 
 
 
 
 
 
 
 
 
 
 
 
 
 
10
分 
 
 
 
 
 
 
 
 
 
 
 

1. 學習單 
2. 舉手回
答，老

師針對

容再予

回饋 
3. 小組積
分 

 
 
 
 
 
 
 
 
 
 
 
 
 
 
 
 
 
 
 
 
 
 
 
 
 
 
 

 
 
 
 

 
 
 
簡報 
學習單 
 
 
 
 
 
 
 
 
 
 
 
 
 
 
 
 
 
簡報 
學習單 
 
 
 
 
 
 
 
 
 
 
 



 
 
 
 
三、 
1. 瞭解學生平
時接觸媒體

的習慣。 
2. 學生能瞭解
媒體分類，

並比較其之

間的差異。 
 
 
 
 
 
 
 
 
 
 
 
 
 
 
 
四、 
1. 學生能瞭解
新聞製作的

大致流程。 
2. 引導學生反
思新聞製造

的過程，經

由多方角色

的篩選，可

能會有偏頗

或立場等問

題。（承接

教學活動

五） 
 
 
 
 
 
 
 
 
 

許都是片面的資訊，甚至有些刻板印象，所以現

在讓我們一起正式來認識媒體！ 
 
 
三、媒體介紹：媒體分類 
1. 教師提問 

l 同學透過什麼管道得知時事？ 
l 最近看過哪些新聞？ 

2. 學生擬答：Youtube、Facebook……  
3. 老師說明：就親子天下的調查結果，網路是學生
主要新聞來源，他們主要透過以下幾個平台吸收

新聞資訊，37％的中學生是 YouTube ，第二是
Facebook 30％，Instagram占比16％，LINE占8％。 

 
4. 教師簡介媒體定義、比較傳統媒體及新媒體 

 
 
 
 
四、媒體介紹：媒體製造機 
1. 教師簡介新聞製造的過程及新聞記者的性質 
2. 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新聞資訊會經過記者、採
訪主管、編輯、副總編輯、總編輯之手，進行採

訪、寫稿、決定跑哪則新聞、下標題、修改新聞

稿、通過稿件等工作，這之中的每一個角色，都

會對我們所接收到的資訊做一定程度的篩選和詮

釋。 
3. 教師提問： 

l 新聞報導是怎麼做出來的？ 
l 現在的新聞報導有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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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 學生能區辨
媒體背後經

營者的不

同，將形成

不一樣的新

聞呈現方

式。 
 
 
2. 學生能思考
不同類別的

媒體，各自

重視哪一方

面，並如何

影響報導的

詮釋方式。 
 
 
 
 
 
一、 
1. 學生能察覺
媒體的特定

立場。 
2. 學生能反思
剪輯及後製

對閱聽人的

影響。 
 
 
 
 
 
 
 
 
 
 
 
 
 
 
 
 
 
 
 
 

五、媒體現況：媒體經營者 
1. 教師簡介依經營者劃分的媒體類別 

 
2. 教師提問： 

l 媒體背後的經營者會如何影響新聞？ 
l 不同類型的媒體播報新聞時會有哪些考量？ 

 
 
 
 
 
 
 
【第二節：媒體分析家○1 ——辨析媒體立場】 
 

 
一、媒體立場○1  
1. 播放YouTube上大受學生青睞的
「卡提諾狂新聞」 
 
 

2. 教師提問： 
l 影片中將新聞事件經過剪輯及後製帶給你何

種感受？ 
l 與真正的新聞事件又有何相異？ 
l 以戲謔的方式呈現是否能忠實客觀呈現新聞

事件的本質？ 
l 影片帶有其特定的立場或框架？ 

3. 教師以4F提問法帶領學生討論其中一則新聞事件
(教師亦提供其中一則新聞事件的其他報導加以與
之比較。) 

※4F提問法 
1.事實	

Facts	

透過不同角度的觀察描述新聞事件	

2.感受	

Feelings	

針對新聞表達個人的感覺和情緒	

3.發現	

Findings	

我的發現推論了解新聞的前因後

果，表達自己的發現或意見	

4.將來	

Future	

思考新聞事件的情節，未來如果發

生在自己身上，會如何處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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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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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簡報 
學習單 
Youtube
影片 
 
 
 
 
 
 
 
 
 
 
 
 
 
 
 
小組海

報 
 
 
 
 
 
 



 
 
 
 
 
 
 
 
 
 
 
 
 
 
 
 
 
 
 
 
 
 
 
 
 
 
 
 
 
 
 
 
 
 
 
 
 
一、二 
1. 學生能比較
相同主題、

不同立場之

新聞。 
2. 學生能完整
敘述兩篇報

導的差異，

並反思形成

差異的各項

因素。 
 
 
 

 
二、媒體立場○2  
1. 播放影片：公視P#新聞實驗室台
灣觀眾如何被媒體出賣？「媒體

洗腦」完全破解！【記者真心

話】Vol.2懶人包 
 

2. 教師引言：媒體「帶風向」容易使閱聽人無法獲
得全面、客觀資訊；而現今作為重要傳播媒介的

「網路科技」又因為「演算法」的運作，容易讓

閱聽人陷於單一立場的「同溫層」。 
「帶風向」亦稱為「選擇性曝光」、「新聞框架」，

指的是媒體針對一事件設定框架，從此框架中呈

現、解釋事件；不同的框架將會帶出不同風向。

媒體在有限的篇幅之下，必須想方設法快傳達資

訊。然而，若過於偏頗的框架，會使得閱聽人無

法了解事情全貌，甚至是接收到錯誤的訊息。 
 
3. 觀賞影片後小組討論並分享： 

l 看懂媒體風向的三步驟是什麼？  
l 媒體說了什麼？沒說什麼？ 
l 媒體服務了誰？傷害了誰？ 
l 新聞事實優先或是立場搶先？ 
 

4. 教師總結：由於大部分新聞媒體有商業考量，有
賺取利潤之必要，故學生閱聽、接收每一則訊息

時，需要注意媒體的預設立場、資訊的正確性以

及是否有錯誤框架。期待學生透過媒體素養教

育，不再僅被動接受資訊，能夠客觀理性思辨成

為主動的閱聽人。 
 
 
【第三節：媒體分析家○2 ——比報任務】 
 
一、比報介紹 
1. 引言：我們把不同媒體對於同一新聞事件的報導
進行比較，稱為「比報」。雖然是報導同一新聞事

件，但受限於版面或時間，記者不可能忠實完整

呈現所有的細節，所以在報導事件時會對內容有

所取捨，加上不同記者切入的角度、敘述的方式

不同，都會使內容有所差異。所以要知道事件較

真實、完整的樣貌，就可以透過「比報」來達到

目的。 
 

2. 原則： 
l 照片：從照片的大小、內容、版面位置，可

以發現記者對讀者的引導。 
l 標題：從標題內容，可以發現記者對讀者的

 
 
20
分 
 
 
 
 
 
 
 
 
 
 
 
 
 
 
 
 
 
 
 
 
 
 
 
 
 
 
 
 
 
 
 
 
 
 
5分 
 
 
 
 
 
 
 
 
 
 
 
 
 

 
 
 
 
簡報 
Youtube
影片 
 
 
 
 
 
 
 
 
 
 
 
 
 
 
 
 
 
 
 
 
 
 
 
 
 
 
 
 
 
 
 
簡報 
 
 
 
 
 
 
 
 
 
 
 
 
 



引導。  
l 內文：閱讀完內文，再對照只看照片、標題

時對事件的想像，通常會發現有所差異 
 
二、 超級比一比：選取兩則相同主題、不同媒體的報

導，請學生進行比較。（詳見附件一：比報＿學

習單＋電子報） 
1. 簡介新聞事件（俄烏戰爭、新竹市立動物園） 
2. 引導學生分組完成學習單，教師播放簡報及查找
電子新聞，帶領學生瞭解任務實作的注意事項。 

3. 學生分組討論，並指派同學上台報告討論結果，
繳交小組學習單。 
 

三、 報告與討論： 
1. 上台分享比報結果： 

l 同樣主題的新聞，在內容的裁選上有何差
異？ 

l AB兩則新聞的立場有何不同？ 
l 為什麼會有這些差異？新聞台背後的考量是
什麼？ 
 

2. 教師總結：新聞媒體經由多人的截取、剪輯及詮
釋，加上背後經營者的考量與利益，形成各自不

同的立場，期待大家上完這三堂課後，能夠從生

活中發掘媒體報導的各種問題，做一個主動的閱

聽人、落實媒體監督，並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共

創理想的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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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作學習單： 

 

評估與省思 
l 學生上課評估與回饋： 
1. 接收新聞的習慣：學生原本對於新聞媒體的認識低，平時也沒有觀看新聞的習慣，多半只在瀏
覽社群網站時，「順帶地」接觸到，且其中娛樂新聞佔多數。因此在「全民『新』攻略」的遊戲

中，許多國外重要事件對學生而言非常陌生，於是在後續教學時，我們需激發學生對時事的興

趣，並引導學生觀看不同類別的新聞。 
 

2. 辨識新聞的能力：身為數位原住民的學生，很習慣接收網路上大量的資訊，卻不曾在閱讀新聞
時抱持懷疑的態度，例如在觀看「卡迪諾狂新聞」時，學生第一時間只感到「好笑、惡趣味」，

沒有發覺其存有的問題。因此我們帶領學生細部分析新聞，察覺其中「置入、誤導」等狀況。 

 
3. 辨析立場的能力：課堂中我們發現學生過去曾看到，不同新聞台對同一事件的描述差別，卻不
曾深入思考造成立場不同的緣由是什麼？因此在第二節課的比報課程中，我們除了請學生以表

格比較兩則新聞的差異之外，也在課堂中討論形成差異的原因，並期待學生能懂得「聽、看、

聽」，成為客觀且有思辨力的閱聽人。 

 
4. 討論活動與分享：國三的學生較能完整地發表自己的想法，課堂中多留空白、給予足夠的時
間，能夠引起學生想法的激盪。在課後回饋單當中，也有許多學生表示課程的討論時間，可以

充分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且讓課堂變得有趣，不只是學習生硬的知識。 



5. 課程安排與呈現：為能引起學生興趣，課程除了實作外，也播放值得討論又有趣的影片。在課
程回饋單中，學生也表示影片能讓他們的專注力更持久，有利於後續的討論。 
 

 
l 教師教學省思與回饋： 
1. 教學態度與目標：現今資訊泛濫，每日接觸媒體的我們，其實正被媒體影響。為了怕被媒體洗
禮甚至洗腦，甚至成為劣質媒體的幫兇，透過這套課程，能夠提升學生認識和解讀媒體的能

力，進而培養對媒體的思辨力。 
 

2. 課程設計與調整：學生因國三的課業壓力，容易分心甚至拿其他科的講義出來，因此教授課程
時，需要設計更多「刺激」。除了分組積分及競賽外，多聊與學生切身相關的新聞，或是播放值

得討論又有趣的影片，如「卡迪諾狂新聞」。更重要的是多讓學生上台發表，讓學生主動提出他

們在關注的議題，激發學生間的交流，達到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等課程目標。 

 
3. 更貼近學生的經驗：原先設計教學時，要以傳統報紙作教學，然而考量到報紙對學生而言較陌
生，平時也不一定會接觸到，因此我們改成以電子報的形式，比較各家媒體網站的內容及版

面，更加貼近平時學生接觸新聞的樣態。 

 
4. 教學相長：課程中時常提到網路資訊，對教師而言，我們也同時是學習者，因為學生對於網路
用語、文化、流行的熟悉度比老師還高，因此身為教師的我們，也需要不斷地鞭策自己與時俱

進，增加自我專業知能，帶領學生接觸及辨別更多元的資訊。 

 
 

參考資料（含運用素材之出處）： 

《媒體素養必須知道的 20堂課》、《媒玩‧媒瞭‧學媒體》、公視 P#新聞實驗室、台灣媒體觀察教育
基金會網路資源、聯合新聞網、自由時報、公視新聞網 
 
 
 
 
 
 
 
 
 
 
 
 
 
 
 
 



 
 
 
附件一：比報＿學習單＋電子報 



 



 
 

 
 
 
 
 
 
 
 
 
 
 
 
 
 
 
 
 
 
 
 
 
 
 
 
 
 
 
 
 
 
 
 
 
 
 
 
 
 
 
 



 

 



 



 



 

 

 
 
 
 
 
 
 
 
 
 
 
 
 
 
 
 
 
 
 
 
 
 
 
 
 



 



 

 
 
 
 
 
 
 
 
 
 
 
 
 
 
 
 
 
 
 
 
 
 
 
 
 
 
 
 
 
 



 
 

 

附件二：上課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