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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台灣電視台（含無線及有線）的電視新聞主播，在工

作中所面臨的工作倦怠現象。分析造成工作倦怠的相關因素，分別從人口特質、

角色特性、工作自主權、組織環境、社會文化情境等方面進行探討。另一方面也

想進一步瞭解，電視新聞主播工作倦怠現象會影響哪些層面（分為個人、組織）？

也嘗試探討這些工作倦怠的來源與相關因素是如何影響其離職傾向與行為。相較

於量化的研究方法，質化的深度訪談，可以獲得比較詳細且深入的資料。因此，

本研究選擇有代表性的電視新聞主播，進行深度訪問，屬於質化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方法與對象 
 
壹、深度訪談法 
 

Gorman ＆ Clayton（1997）表示：質性研究是指探究從事件發生的情況所獲

取的資料，並試圖描述它，以作為瞭解事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及參與者本身的觀

點，再用歸納法來尋求這些發生事件的可能解釋。 
 

    Marshall ＆ Rossman（1995）曾指出，質性研究並不是一套單一的技巧或哲

學，所以進行質性研究的方法、流程、與哲學，會因為研究目的或研究對象的不

同而有所分別。一般進行質性研究時有四個目的：（1）探索：對未知的現象進行

調查，或對重要的變數進行驗證，或為未來的研究產生假說（2）解釋：解釋造

成某現象的原因，或驗證某現象的架構（3）描述：即陳述各種現象（4）預測：

預測某現象的結果或其所導致的事件、行為。 
 
Babbie（2004）認為質化研究方法中的深入訪談（qualitative interview）乃是

一種訪者與受訪者的對話，此對話不同於一般日常隨機的對話，而是具有某種特

定主題，由訪談者設定談話方向，並熟悉所提的問題，且追蹤回答者所引發的問

題而繼續深入對話。基本上，深入訪談就是一種有目的的談話過程，研究者透過

訪談過程，讓訪問者可對受訪者的問題提供詳細、具體的背景資料。另外，訪問

者也可以長時間觀察受訪者的非語言反應（潘淑滿，2003: 136-137）。 
 
    本研究選擇的質化研究方法係以深度訪談法為主，目的就是希望藉著觀察、

聆聽與接觸，深入瞭解台灣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倦怠現象。     
 
    至於訪談的方式，社會科學研究習慣將其劃分為三種類型，分別為（1）結

構式訪談，又稱為正式訪談（2）無結構式訪談，又稱為開放式訪談（3）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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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訪談，又稱為引導式訪談（潘淑滿，2003）。 
 
    本研究所採取的訪問為半結構式訪談，也就是以「訪問大綱」進行；對於個

人特質（基本資料）與較抽象的工作倦怠症狀部分的問題，則輔以問卷方式來進

行。對象以個人為主，其中，半結構式的訪談內容，並不嚴格限定問題的形式或

次序，得以依照當時訪談之氣氛彈性調整訪問內容，但在時間掌控的考量之下，

研究者也會預先準備一份訪談大綱讓受訪者預作準備。 
 
    另外，本研究採取面對面的深度訪談方式。考量到受訪者的工作時間緊湊，

故為了節省受訪者交通往來時間，訪問地點將選擇在受訪者的工作場域內進行。

但如果受訪者有其他因素考量，則選在工作場域之外的地點。受訪者至少在接受

訪問前一週收到訪問大綱。而訪談題綱也將視現場討論狀況隨時進行調整。 
 
貳、研究設計 
 
    本研究在於瞭解事實，並能夠詳細、完整地探索到研究主題相關的議題與資

料，而又受限於時間與成本之考量，故將採取非隨機抽樣方法當中的「立意取樣」

（purposive sampling）方式。此方法是依據研究者對群體的了解、研究目的與主

觀的判斷，認為不按照隨機取樣方式，而改循刻意、有目的性的抽樣方式，更能

有效地取得研究所需的資料；即從母體群中選擇樣本可能造成的錯誤判斷會彼此

抵銷（王文科，1990）。 

     

    質性研究的抽樣必須是能提供「深度」與「多元社會實狀之廣度」資料為標

準。因此，抽選之樣本必須符合兩個重點：一是代表性，傾向樣本的隨機特性和

統計理論所需的數目；二是資訊的豐富內容，傾向從以往的經驗與理論視角出發

（胡幼慧編，1996: 148-150）。換句話說，要瞭解一些重要現象，就必須選對研究

個案。而選擇個案的原則之一，是在挑選個案類目之後，從中挑選較具代表性的

個案，以期獲得較多的資訊。 

 

    而本研究的抽樣方法是採取立意抽樣，以非機率抽樣的方式選取願意參與本

研究的電視新聞主播，但為了找出適當的受訪者，將先由知情人士找可提供豐富

資料人士，或由已接受訪問者推薦適合本研究主題的受訪名單，以滾雪球

（snowball sampling）的抽樣方式擴大樣本規模，持續蒐集研究對象。本研究之所

以採取滾雪球的抽樣方式，是因為這是一種發掘擁有大量資訊之主要提供者或關

鍵個案的方法。 

 

本論文的研究樣本為台灣電視台主要製播電視新聞的九家電視台，包含無線

四台（台視、中視、華視、民視）、以及五家有線新聞台（TVBS、三立、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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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年代、民視）加上公共電視之專任主播（兼任主播不在範圍內）；由於本

研究的目的是探討電視新聞主播之工作倦怠感的成因與影響。而根據本研究架

構，電視新聞主播之工作倦怠現象將出現對個人與組織的不同程度影響。故本研

究一方面，將從目前還在電視新聞主播崗位的線上主播測量出其離職傾向的狀

況；另一方面，也將從近五年內，出現離職行為的「前」電視主播之個案中選取

適當樣本。 
 

    根據統計研究找向電視台人事單位查詢資料所得，國內專任主播人數（包含

兼任副總編級以上職務與兼任製作人職務）共為 78 人。其中兼任副總編輯職務

以上有 5 人；兼任製作人角色有 11 人，專職專任主播則有 62 人。而截至 2007
年 11 月 30 日為止，根據本研究統計整理，國內專任主播人數（包含兼任副總編

級以上職務與兼任製作人職務）為 78 人。其中兼任副總編輯職務以上有 5 人；

兼任製作人角色有 11 人，專職專任主播則有 62 人（表 3-1）。對於新聞主播的調

度問題，多位電視台高層也提到「世代交替」的問題。 
     
 表 3-1-1：電視台專任新聞主播職務角色人數統計  
  

台別＼職稱 兼任副總編級以

上職務 
兼任製作人 專職主播 

台視   2 
中視   1 
華視    
民視 2  9 
公視   1 
年代  2 11 
東森 1 5 12 
中天  1 8 
三立 1 1 8 

TVBS 1 2 10 
總人數 5 11 62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計（統計時間為 2007 年 11 月 30 日止） 
 

以世代交替為理由，要求主播卸下播報職務的，在台灣已經有多起例子。決

策主管最終的考量是希望更換新聞主播以提升收視率之外，也有部分公司希望身

兼行政職務及播報工作的主播，能專注於行政工作。有許多電視主播因此而轉換

跑道，離開主播職務（呂惠敏，2005）。而這些近五年內離開電視新聞主播職務

的人，也成為本研究立意抽樣的樣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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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對象 
 
    本研究依電視台屬性（無線電視台或有線電視台）、播報時段（晚間六七點

黃金時段之一線主播、播報一般整點時段並且擁有五年資歷以上之資深主播、資

歷五年以下之新生代主播）、年資、職務（是否有兼任行政職務或製作人）與是

否在主播現職或近五年內離開主播職務之樣本為受訪對象，預計訪問十五位電視

新聞主播，但因為部分電視主播邀訪困難，最後實際訪問到十二位電視新聞主播。 
 
    首先，抽樣第一步是篩選符合上述資格的樣本，分為目前還在線上的電視新

聞主播與近五年內離開播報工作的「前」新聞主播，本研究的第二步是請電視台

的決策高層提供符合本研究之參考名單，再從中挑選具有代表性的受訪者進行訪

問。 
 
而根據參考名單，目前還在線上播報的新聞主播則依據無線電視台、有線電

視台之分佈，又分為播報晚間六、七點新聞的一線主播（表 3-2 中編號 C、E、G、

J、L 共五位）、播報五年以上的資深主播（表 3-2 中編號 A、B、D、F、H 共五

位）、與五年以下的新生代主播（表 3-2 中編號 I、K 共兩位）為訪談起點。其中，

A、D、H 三位主播則是在近三年內離開主播職務轉任其他領域。 
 
    另外，受訪者在訪問過程當中，因為披露個人資料、工作情況與組織氣氛等

等細節，研究者考慮到部分受訪者仍舊必須在媒體工作，且部分受訪者擔心公開

其身份將會對其造成不便。因此本研究將適度對受訪者身份予以保留，也會視情

況將受訪者在訪談當中提及的部分人名稱略，避免受訪者困擾，而以英文編碼取

代，也便於訪談的順利進行，以期符合研究倫理。 
 
  表 3-1-2 為進行深度訪談的受訪者名單，本表依照主播受訪的時間先後順序排

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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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受訪者基本人口資料： 
 
編號 性別 播報年資 教育程度 服務媒體 （離職前）

播報時段 
A  女 12 年 碩士 有 線 台 / 已

離職 
整點新聞 

B 男 9 年 學士 有線台 整點新聞 
C 女 15 年 碩士 有線台 晚間新聞 
D 男 6 年 學士 有 線 台 / 已

離職 
午間新聞 

E 女 11 年 碩士 有線台 晚間新聞 
F 女 8 年 碩士 有線台 午間新聞 
G 女 3 年 學士 無線台 晚間新聞 
H 女 11 年 碩士 有 線 台 / 已

離職 
整點新聞 

I 女 3 年 碩士 有線台 午間新聞 
J 男 10 年 學士 無 線 台 / 已

離職 
晚間新聞 

K 女 2 年 學士 有線台 整點新聞 
L 女 18 年 碩士 無線台 晚間新聞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結果總共訪問了十二位電視新聞主播，其中播報年資十一年以上的有五位、

播報年資五年以下的有三位。包含三家無線電視台、九家有線電視台主播。而十

二位受訪者當中，有五位電視新聞主播是目前所屬電視台的當家晚間新聞主播，

其餘則為午間主播或一般整點主播。另外，有三位新聞主播是近三年內離開主播

職務轉換跑道的案例，有兩位播報資歷都在十年以上。有關受訪者的其他特色與

特徵，將留至下一章進行討論。 
 
第二節、訪問步驟 
 

本研究訪問時間為 2007 年 10 月 11 日至 2007 年 11 月 20 日，訪問地點多半

選擇在咖啡廳或辦公室內，目的是希望讓受訪者能在最自然的狀態下，卸下心房

接受訪問，暢所欲言。因為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繁忙，因此每次訪談時間大約是

一個到一個半小時，為求資料的完整豐富，其中有三位是分為兩次完成訪談，而

第二次訪談則多以電子郵件（email）或電話訪問進行（詳細深度訪談時間及地

點請見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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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深度訪談時間及地點表 
 
編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A 2007 年 10 月 11 日 受訪者家中 

 
B 2007 年 10 月 12 日 咖啡廳 

 
C 2007 年 10 月 12 日 咖啡廳 

 
D 2007 年 10 月 16 日、10 月 17 日 咖啡廳、電訪 
E 2007 年 10 月 20 日 受訪者家中 

 
F 2007 年 10 月 25 日 咖啡廳 

 
G 2007 年 10 月 26 年 咖啡廳 

 
H 2007 年 10 月 29 日 受訪者辦公室 

 
I 2007 年 10 月 30 日 咖啡廳 

 
J 2007 年 11 月 13 日 咖啡廳 

 
K 2007 年 11 月 15 日、11 月 20 日 咖啡廳、電訪 
L 2007 年 11 月 16 日、11 月 19 日 咖啡廳、電子郵件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因為訪談採取同步錄音，採訪前必須準備錄音筆。為了節省受訪者寶貴時

間，訪談前兩天會先將訪問題綱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讓受訪者先行瞭解訪問內

容。訪談時，平均先花三到五分鐘向受訪者說明本研究的目的與訪談進行的方

式，然後根據預先設定的題綱進行訪談。除了 A 受訪者不接受錄音之外，其餘

受訪者皆同意全程錄音。 
 

為了讓訪問氣氛融洽、便於雙方進入狀況，研究者事前盡量將所有題綱默記

在腦海裡，訪談時以聊天方式進行對談，受訪者也容易知無不言，言無不盡。訪

談後，轉錄採訪內容為逐字稿，訪談過後遇有問題需要補充詢問時，再致電或以

電子郵件方式訪談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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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資料整理與呈現 
 
    訪談資料整理、分析與詮釋是一項複雜且最重要的部分。本研究將參考呂惠

敏（2005）的資料分析方法，採用 Miles ＆ Huberman（1994)及 Babbie（2004）

的質化資料分析介紹，計畫將訪談資料結果分為以下六項步驟： 
 
（一）詳讀原始資料，濃縮資料重點：紀錄整理受訪者的訪談錄音，重新建構理

解談話內容的意義，依循主題脈絡，找出與主題相關的訪談紀錄。 
 
（二）概念繪圖：除了文本，使用圖像方式，呈現概念之間的關係，例如新聞議

題設定的流程，或是商品訊息置入雜誌報導的流程等，作為清楚的分析架

構。 
 
（三）呈現分類主題：將訪談內容依據特性作分門別類處裡，以前述的研究動機

與文獻探討作基礎，透過訪談內容作前後論述的印證與提出新觀點。 
 
（四）現象歸納與分類：將訪談資料作相關現象的歸納與分類。 
 
（五）抽象化、概念化：將分類資料進行概念化的分析。 
 
（六）導出結論與引證：透過訪談資料的意義，逐步確認自己的驗證與檢討修正。 
 
    本研究採用深入訪談法，依照訪問大綱對受訪者進行訪問。而在訪談中，除

對受訪者的談話細心聆聽之外，並徵得受訪者的同意，將訪談過程錄音，配合研

究者在訪談中的隨寫筆記。以期研究者可以專心與受訪者對話，並配合筆記適時

做出回應及提醒受訪者針對該部分做更深入的解釋。另外，研究者透過訪談錄音

的重複播放，可以發現訪談過程中技巧不足之處，以便在每次訪談時進行修正。 
     

在訪談結束後，將訪談結果整理成逐字稿，以當時談話中對話的方式呈現，

此訪談稿即為本研究資料分析的基礎。再根據本研究目的架構將逐字稿的內容有

系統的加以整理排列，以利概念之形成；資料分類、形成概念之後，與指導老師

討論並做修正，且予以模式化，配合訪談對話的引用，呈現電視新聞主播的內心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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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深度訪問大綱 
 

研究者將先請受訪者填寫一份結構性問卷，供其提供基本資料；然後再用半

開放式問卷進行訪談，蒐集深入資料。 
 

本研究的問卷及訪談大綱如下： 
 
壹、個人基本資料 
 
1-1.性別：□(1 )男  □(2 )女 
 
1-2 請問您的年齡： 
□(1)25 歲以下  □(2)26-30 歲  □(3)31-40 歲  □(4)41-50 歲   □(5)51 歲以上 
 
1-3.請問您擔任專任主播多久了：_____年_____月  
  
 
1-4 請問您目前播報的時段？（或離開主播工作工作前播報時段？）_____  
 
1-5.請問您的婚姻家庭狀況：□(1)未婚  □(2)已婚  
 
1-6.請問您的家庭狀況：□(1)沒有小孩  □(2)有小孩，請問幾個小孩？_____  
 
1-7.請問您的教育程度：□(1)學士  □(2)碩士  □(3)博士 
 

是不是新聞傳播科系畢業：□(1)新聞傳播  □(2)人文社會科學  □(3)其他 
  
1-8.請問您擔任新聞主播工作時，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包含本薪、獎金、津貼等）： 
             □(1)5 萬以下  □(2)5-10 萬  □(3)10-15 萬  □(4)15-20 萬 

□(5) 20-25 萬  □(6)25-30 萬  □(7)30 萬以上 
 

1-9.請問您是否有過離職經驗（指受訪者在從事新聞主播工作後，有離職經驗（包

括跳槽、轉換工作職務、轉行）： 
□(1)無 
□(2)轉換工作職務(在同一台) 
□(3)跳槽到其他電視台  
□(4)轉行  
□(5)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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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請問有幾次離職經驗 (次) ____    

 
1-10.如果已經離開主播工作，請問目前從事的工作為何？____ 

 
1-10-1.收入是否比擔任主播時多或少： 

□(1)多很多  □(2)多一點  □(3)差不多  □(4)少一點  □(5)少很多 
 
貳、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特性與具備的條件 
 
2-1.請您簡短說明電視新聞主播的工作情形？參與新聞製作的程度？ 

  
2-2.您認為電視新聞主播應具備什麼樣的特質與能力？組織要求的條件又是哪

些？ 
  
2-3.請您談談主播工作中的工作壓力來源有哪些？ 
 
2-4.請問您是否曾經有過工作倦怠感？為什麼？ 
 
參、導致電視新聞主播發生工作倦怠現象的原因（分為組織因素、個人因素） 
 3-1.請問貴公司的主播制度為何？（升遷、考核、獎懲） 
 
3-2.請問您個人對於主播工作的自我要求為何？從事電視新聞主播工作以來，是

否曾遭遇過什麼困難？（專業、權威感、可信賴、親切，重不重要？） 
  
3-3.請問您在主播工作上最感困擾的部分？個人因素？組織因素還是其他因

素？ 
 
3-4 請問您在主播工作中，面臨組織上的困擾為何？（如薪資不符期望、功過獎

懲制度不公平、內部升遷的狀況、身兼行政職務或因為工作太過困難、工作

負荷過重、與同事、上司間的溝通造成包袱、缺乏清楚的責任歸屬等等）。 
  
3-4.請問您在主播工作中，面臨專業上的困擾為何？（如無法在第一時間消化資

訊訪問來賓、無法影響新聞品質、不能充分掌握播報編排次序、不能自行決

定當則新聞播與不播、受到政黨或組織高層控制….等等）。 
   
3-5.請問您在主播工作中，面臨哪些是組織因素外的困擾？（如年齡、得不到社

會或家人朋友的支持、個人期望過於理想、個人生涯規劃與工作相距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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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哪些因素對您的困擾最大？ 
 
3-6.除了上述談到的因素之外，還有哪些因素會造成您播報工作上的困擾？ 
 
3-7.上述哪些因素是造成工作倦怠感最重要的因素？ 
 

肆、工作倦怠感評估 

 

說明：以下問題在瞭解您的新聞主播工作情境下的狀況，請您根據實際感受，

依照「5 總是如此」「4 經常如此」「3 有時如此」「2 甚少如此」「1 從未如

此」的感受頻率作答，在適當的□內打ˇ。 

4-1.您在從事電視新聞主播工作之後，是否明顯感受到因為工作倦怠而產生的身

心癥狀？ 

                                   

                                                    1  2   3   4   5 

1.我對我的工作感到情緒耗竭。-------------------------------------□  □  □  □  □ 

 

2.當我早上起床，一想到必須面對一天的播報工作，就感 

到疲倦。-------------------------------------------------------------------□ □  □  □  □ 

 

3.對我而言，新聞播報工作經常讓我出現疲倦、失眠、情緒 

難以控制、焦慮等現象。---------------------------------------------□ □  □  □  □ 

  

4.我的工作讓我感到沮喪、挫折。------------------------------------□ □  □  □  □ 

  

5.工作上得直接面對許多受訪對象讓我感到很大壓力。-------□ □  □  □  □ 

  

6.自從我從事新聞播報工作之後，對其他人更為冷淡。-------□ □  □  □  □ 

 

7.從事播報工作，讓我與家人關係冷淡。----------------------------□ □  □  □  □ 

 

8.我的繁重工作讓我對家人感到抱歉。----------------------------□ □  □  □  □ 

 

9.我擔心主播的工作讓我對事物逐漸失去感情。---------------□ □  □  □  □ 

 

10.請問您在擔任新聞主播期間，是否會產生不想工作、怠工、無故請假、播報

新聞時心不在焉、有計畫離職、工作效率低落等現象？請舉例。ˍˍˍ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8

11.當您面對工作壓力與困境時，何種因素（組織、上司、家人、同事、觀眾….

等）會影響您對於工作倦怠的感受程度？ˍˍˍˍ 
  

伍、工作倦怠感因應策略，如何解決？ 
 
5-1.請問當您發現自己對工作產生倦怠時，有沒有試著去解決？若有，如何解

決？若無？理由為何？ 
 
5-2.承上，如果您曾經有過工作倦怠感，是否曾經有離開目前所服務電視台的想

法嗎？若有，請說明理由？選擇留下的原因又為何？（個人或組織是否在

哪些部分進行調整？例如：升遷、加薪或調整職務或調整時段？） 
若已經離開電視主播工作，請說明當時選擇離開的理由。（職務、薪水、家

庭衝突等）。 
 
5-3.請問您有準備離開新聞主播界，轉任其他行業服務的想法嗎？若已經離開新

聞主播工作，請說明當初考慮多久才離開（請說明包括公司與家人當時的態

度）。離開主播工作後，現在的工作為何？ 
 

5-4.（只訪問近五年內離職者）請問對於離開主播工作的您，是否後悔當初的決

定？當初離開主播台的動機為何？有可能重返主播台嗎？對於現在工作的

滿意度如何？跟主播的工作有何不同？請說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