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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上課我學到什麼? 

媒體報導的真實性. 

媒體的以偏概全. 

 

 

2. 對於今天的上課內容我有什麼想法或感覺? 

  新聞媒體報導的立場，是有此事、照實報、加以評論? 

還是”推論”有此事、猜測結果、大肆喧染，只要內容夠辛辣就好? 

 

 

3. 分析一下，自己為什麼會有以上的想法或感覺? 

  報章雜誌電子媒體這些年的改變，引導了閱聽人的口味，不夠辛辣、不夠八卦 

新聞一手消息不夠快，民眾就會不想看。 

  久了之後，我們會連基本的思考能力以及是非判斷都不會，最後只會人云亦云 

而隨之起舞。更可憐的是，還有人運用媒體資訊，來而批判不同想法的人。 

例如:台灣一直以來的藍綠二分法，省籍對立、黨派對立、南北對立，誰講輸了 就扣帽子。 

 

4. 描述一下你本週接觸媒體的批判心得? 

  媒體為了迎合大眾,創造利益，把不存在的事情寫的如同真的發生過一樣,這代表媒體對民眾

不負責，欺騙大眾，雖然大眾真的很想知道新聞第一手的消息，但，媒體報導真的不能去無中

生有，因為媒體只是一個媒介，它的功能是忠實的呈現而不是創造,所以,媒體應該要徹底調查

清楚後才能報導。 

 

5. 其他補充紀錄或建議? 

  我ㄧ直非常排斥看台灣的新聞，主要原因是不相信媒體報導的真實性跟媒體沒有做到客觀立

場評論。儘管不看新聞，還是會從網路、身邊的親友得知新聞消息，媒體總喜歡把新聞誇大的

報導並且像隻鸚鵡似地不斷重複描述。一個時段的新聞節目裡到底有幾則新聞是社會大眾想看

的?都被置入化行銷罷了。 

 

備註：各位同學好，這是一份反思表，目的是幫助各位同學能更了解自己上課狀況，並且更清

      楚自己的學習態度和改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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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正確！辯是非、明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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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爆炸的時代，媒體無孔不入，若沒有一顆清晰的頭腦，和批判的態度，很容易陷入意識形態迷失而造成狂熱！政治就是一例！再者醫藥資訊、旅遊熱潮、流行時尚等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