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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期程為一年，旨在針對國中階段的青少年研發「媒體素養性
別教育介入課程」，並探討此課程在突破青少年性別刻板印象的實
施效果。
　　本研究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主要目的為研發「媒體素養性別
教育介入課程」，本介入課程乃以四個「F」的提問結構（事實
Facts－感受Feelings－發現Findings－將來Future）概念為核心發
展，發展過程經由形成性評量、課程發展與教材製作、專家審查、
課程預試與修正等步驟完成，共完成四個單元（每單元45分鐘
），教導青少年在面對偶像劇中的性別刻板現象時，能具備三種媒
體素養能力，包括：覺察偶像劇編製過程的行銷手法、解析偶像劇
中的性別訊息、面對偶像劇的批判與選擇。
　　第二階段主要目的在於執行及評價「媒體素養性別教育介入課
程」，採準實驗研究設計之「不相等實驗組、控制組實驗設計」
，並立意取樣一行政配合度佳之國中，以其二年級學生為研究母群
，隨機分配為兩組，每組為四個班級，包括：(1)實驗組：接受「媒
體素養性別教育介入課程」，共126人； (2)控制組：不接受任何性
別教育教學之介入，共122人。教學介入期共四週，每週一堂課，在
教學介入前一週進行前測，於教學介入結束後一週內進行後測，以
了解介入之立即效果；再於一個月後進行實驗組之後後測，以了解
教學介入之延宕效果。資料採SPSS for Windows 18.0版進行描述性
統計、t檢定、卡方檢定、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模式之分析。
　　本研究結果如下：
1.教學介入的立即效果方面
(1)在接受四週的「媒體素養介入」後，實驗組學生在「性別角色態
度」及子面向「婚姻家庭與家務分工」、「性別特質與能力表現」
與「兩性關係與性別互動」的平均進步分數皆顯著高於控制組；但
在「職業生涯與自我發展」則沒有明顯比控制組來得好。
(2)在接受四週的「媒體素養介入」後，實驗組學生在「媒體素養」
及子面向「認識媒體」、「訊息解析」與「閱聽人行動」的平均進
步分數皆顯著高於控制組。
2.教學介入的延宕效果方面
(1)在接受四週的「媒體素養介入」一個月後，實驗組學生「性別角
色態度」及子面向「婚姻家庭與家務分工」、「職業生涯與自我發
展」、「性別特質與能力表現」與「兩性關係與性別互動」的後後
測平均分數皆顯著高於前測。
(2)在接受四週的「媒體素養介入」一個月後，實驗組學生在「媒體
素養」及子面向「認識媒體」、「訊息解析」與「閱聽人行動」的
後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
　　本研究所研發的「媒體素養性別教育介入課程」，乃以突破電
視偶像劇所傳遞的偏頗性別觀點為基礎進行設計，經研究發現本介
入課程能有效提升青少年的媒體素養能力，進而突破青少年因電視
偶像劇所造成之性別刻板印象，建立其正向的性別意識，此方案亦
可做為校園進行性別教育之重要參考依據。

中文關鍵詞： 性別刻板、青少年、媒體素養、電視偶像劇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Gender and Media



Literacy program (GML program)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investigate how this program influences the
adolescence’s gender stereotype.
　This study is a one-year project in two stages. First
stage aims to develop the GML program based on TV drama.
The project will be developed according previous interview
results and 4F teaching technique. Four units with 45
minutes each one were developed to teach adolescent three
medial literacy abilities to deal with TV drama, including
being aware of marketing tactics using in TV dramas,
analyzing the message about gender roles in TV drama, and
discriminating and choosing TV drama.
Second stage aims to implement and evaluate the GML
program. A nonequivalent experiment control group design is
used with one specific selected school, which consist of
on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one control group. In
experimental school, 4 classes (126 9th graders) will
receive the GML program. And 4 classes (122 9th grad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won’t receive any program. Process
evaluation and outcome evaluation are taken with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collect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A closed-ended pretest-posttest
questionnaire and another closed-ended follow-up test
questionnaire are the instruments used to evaluate the
outcome effects.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1)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ment in
pre-post mean scores than control group in “gender
attitude” and “media literacy”.
 (2)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llow-
up test mean scores than the pre-test mean scores in
“gender attitude” and “media literacy”.
Findings are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e true thoughts of
adolescence about TV drama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media literacy. Furthermore, the media
literacy program will b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health-
promoting schools to promote healthy gender consciousness,
or for health educators to implement effective teaching.

英文關鍵詞： gender stereotype, adolescent, media literacy, TV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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