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籍配偶家庭電視使用行為之探討外籍配偶家庭電視使用行為之探討外籍配偶家庭電視使用行為之探討外籍配偶家庭電視使用行為之探討：：：： 

以南投國姓鄉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為例以南投國姓鄉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為例以南投國姓鄉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為例以南投國姓鄉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為例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透過參與式的觀察，深入訪談 12 個偏鄉地區、中低社會階層的外籍配偶家庭收

看電視的互動情況，並以接收分析作為理論詮釋工具以解釋其社會意義。研究發現，由於社

會資源與經濟的明顯落差，偏鄉居民缺乏立即接近性的娛樂，因此看電視成為日常生活最簡

單、廉價的的休閒活動。對外籍配偶而言，看電視可以增進她們的語言、文化、生活學習能

力，透過看電視的家庭活動，也可以增進親子關係、打破婆媳之間的藩籬，有助於家庭的和

諧與溝通。本研究也嘗試探討個人的性別認同、人格特質，如何在生命歷程中被建構，研究

發現這兩項特質深受社會文化系統影響，同時也會把這些特質，投射在看電視的態度和行為

上。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In this study, through participation-like observation, partial-depth interviews with 12 township 

areas,the low social class's foreign spouse family watches television's interactive situation,receiv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alysis as a theoretical tool. The study discovered that because of soci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ap,the leaning township area's resident is the lack of immediate 

proximity of the entertainment,so watching TV has become the most easy and inexpensive leisure 

activities of the daily lives.In terms of foreign spouses, watching TV can improve their language, 

cultural, life learning capability.And also through family activities, and they may promote the 

parentage, break the barriers between the mother-in-law, improve family communication.This 

study attempted discuss individual gender identity,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 how life to be 

build,the study discovered that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d deeply the social culture 

system, and also put these two characteristics on watching TV's attitudes  and th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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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從 1962年 10月台灣第一家電視公司開播，這四十多年來，不管是政治解嚴或是外來族

群的加入，台灣社會歷經了相當大的變遷；80年代末期起，媒體環境也從報紙解禁、有線電

視法的通過，到進入電腦、網際網路、手機時代，一波波的資訊洪流，在在影響著每一個家

庭和每一個閱聽人。 

「家庭與電視」一直是文化研究領域中，用來解構家庭內部性別認同、權力關係、與外

在社會價值相互影響的一個觀察方法，並且以接收分析作為理論工具，詮釋兩個面向：收視

行為與家庭內部的協商關係，以及社會系統對家庭的影響；也常被用在跨文化的研究比較。 

臺灣這幾十年來，有關電視與家庭的研究，大多偏向量化研究的整體調查，研究對象也

以都會地區的家庭為主。但以偏鄉地區、中低收入家庭的收視行為研究卻相當有限，尤其把

外籍配偶家庭視為閱聽人的相關研究更是鳳毛麟角。 

目前台灣的外籍配偶人數已經超過 40 萬人以上，這個新移民族群以女性居多，來自不

同國家不同文化，分散在台灣各地的家庭。南投縣國姓鄉港源社區，因位處偏遠、工作機會

少，人口外流等在地因素，當地的外籍配偶人口比例相當高，雖然過去也曾有媒體報導，但

新聞焦點只鎖定當地外配家庭的社會落差與子女教養等問題，有關家庭與電視的觀察卻一直

被忽略。 

本研究把媒介使用視為文化品味的一部份，研究者以親身參與的方式，觀察電視媒介在

跨文化成員組成的家庭當中，產生什麼樣的生活實踐與互動關係，進而詮釋其社會意義。換

言之，把電視收看視為一種社會行動，本文研究主要在探究： 

一 在偏鄉、中低階層的外籍配偶家庭中，電視收看的情境如何？ 

二 家人如何通過電視來溝通、互動？這些互動關係的意義是什麼？ 

本研究或許無法如量化調查研究結果，推估一群人的行為特色，但卻提供多元價值的台

灣社會，對不同階層、族群的生活文化意涵進一步瞭解，讓吾人對社會生活進一步省思。 

 

貳貳貳貳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是把「外籍配偶和她的家人」放在閱聽人的角色，探討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透過

收看電視，達成家庭人際溝通與社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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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章節的第一段，將簡述閱聽人發展歷程，以闡明接收分析做為本研究理論工具的適

當性。第二、三段，論述社會文化系統如何建構人格特質、性別認同，以及這些特質展現在

收視行為上的差別和社會意義。第四段則把討論焦點拉回本土研究，概述台灣電視發展歷

程，並耙梳國內電視與家庭相關研究，歸納過去研究發現重點，並探討本研究發展之可能。

第五段以極簡篇幅闡述社會變遷，和台灣跨國婚姻形成原因，並整理過去相關研究，說明外

籍配偶的性別待遇與社會處境。第六段說明港源社區印尼客籍的形成因素與認同問題；第七

段則從新移民的角度，探討媒介使用的需求與動機，並進一步探討外籍配偶在媒介使用上所

可能受到的影響。第八段則根據上述文獻資料，歸納出問題研究。 

一一一一 家庭與電視的研究脈絡家庭與電視的研究脈絡家庭與電視的研究脈絡家庭與電視的研究脈絡 

早期媒介效果理論認為閱聽人都是被動的，一直到社會心理學家 Bauer（1964）提出「頑

固閱聽人」，以及英國學者 Blumler (1979)提出了「主動閱聽人」，建立了使用與滿足的理論

架構，此後傳播研究的典範開始從傳播者的角度轉移到閱聽大眾的需求（翁秀琪，1993:220）。 

不過使用滿足理論過度強調功能色彩（林芳玫，1994），相當倚賴個人資料，重視個人

的心理狀況，卻很難把個人資料推論到社會結構層面，被認為有失研究的完整性（McQuail & 

Windahl, 1981）。英國的文化傳播學者 Hall 在 1974 年提出了《電視論述中的製碼與編碼》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對過去傳播著重效果研究，徹底反思

與批評。1980 年他引進了 Barthes（1972）符號學「明示義」（Denotation）與「隱含義」

（Connoatation）的精髓，指出閱聽人在接受文本的同時，也依照自己對符號的詮釋意義進

行解讀。 

Hall 把這種詮釋理論引入傳播領域，開啟了閱聽人研究的一項新的歷程（張錦華，1994: 

247-249）。1981年 Morley 在《全國閱聽人》的分析中，把關注的焦點擺在電視節目如何建

構節目與閱聽人的關係，他指出閱聽人不是被動的消費電視訊息，他們解讀文本的立場是受

到社會因素所決定，包括階級、職業、種族性、本土性、家庭結構、教育背景等(Turner, 1998)，

但這個研究，因為事先安排組別，被質疑組員之間的意見互相影響，僅得到一些表面的意見。

其次，這項研究，是受訪者走入研究者設計好的場域，而非研究者進入受訪者的生活領域當

中，以至於無法釐清深層的社會結構與閱聽人解讀文本之間的關係，就研究里程而言，也尚

未真正進入家庭的脈絡（林福岳，1996）。 

隔年 Hobson（1982）採用民俗學誌的研究方法，出版了《十字路口》（Crossroads）一

書，Hobson 把研究的領域從研究室拉到受訪者的生活環境，她發現，觀眾在收看電視時，

其實自有一套觀看的脈絡，這個脈絡是受到家庭氛圍與觀看情境所影響（Turner, 1996）。

Hobson的《十字路口》促使 Morley 在 1986年又發表了《家庭電視》（Family television）一

書。Morley 把餐桌上家庭互動的方法，延伸到觀察家庭電視收看的情境；發現觀看電視不僅

僅是個人的行為，而是比較偏向社會性、集體的活動，完全溶入每天的生活慣例當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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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點也從個人，轉移到家庭的觀看電視脈絡，並且進一步詮釋這些脈絡如何成為家庭成員

解讀訊息的參考架構。Morley 認為，不論文本分析再怎麼繁複，如果忽略了家庭生活的脈絡

與架構，並不足以理解收視行為（Morley, 1992）。 

Morely 強調，媒介的內容必然與閱聽人自己或生活內涵、生活經驗發生聯繫，因為電視

閱聽人不僅僅只是單純的觀眾，他在社會上必有一個位階，可能是企業主、公務員、教師、

農民、勞工、家庭主婦或學生。這些生活背景、職業、社會地位、經濟收入等等，都會和媒

介訊息產生交互作用（Morely,1992）；換句話說，這些實質的生活經驗、生活內涵，不斷的

在日常生活中建構出我們的行為模式，而我們又以這樣的行為模式、價值框架來作為選擇媒

體、詮釋文本的依據，甚至用以表現在收視行為以及和人際互動的關係上。 

但建構這些日常生活的又是什麼？接下來我們試著進入社會心理學的領域，探討生命歷

程如何建構人格特質與行為模式；從生命歷程中難以磨滅的記憶，找出建構行為模式的關連

性，並從中解釋其意義。 

二二二二     人格人格人格人格特質特質特質特質與收視行為與收視行為與收視行為與收視行為的建構關係的建構關係的建構關係的建構關係 

電視與每日生活研究的核心範疇，就是日常生活中閱聽人如何使用電視媒介，以及從媒

介使用行為上，詮釋背後的意義。這些意義可能來自他個人生命歷程中，也可能是身處社會

文化中，逐漸被環境內化的行為表現。儀式性的每日生活脈絡中，可能隱藏著各種文化和生

活意義，也反應著自我建構各項元素（盧嵐蘭，2007:27）。然而，個人的生命歷程和家庭

的成長脈絡，如何建構個人的行為特質、思想和觀念？這些特質和日常生活又有何關聯？該

如何詮釋？這也是本研究試圖從接收分析作為基礎，再深入探索的領域。 

（（（（一一一一））））銘記銘記銘記銘記----串聯人格特質的鎖環串聯人格特質的鎖環串聯人格特質的鎖環串聯人格特質的鎖環 

有學者把人的生活經驗比喻為銅板的兩面，一面是日復一日重複的日常生活，但另一面

則是銘記（imprint）在心底的記憶（Morris, 1969:142）。日常生活是一般人所習以為常的，

並沒有什麼特別深刻印象，幾乎是習焉不察的反覆生活；但另一個情況，則是生命歷程中少

有的經驗，發生雖然很短暫，但卻是刻骨銘心的記憶。（Adler,1932:72）。  

心理學的研究觀點認為，潛藏在腦海中的「銘記」，其實就是一個人生命歷程的小縮影

（Adler,1932:151）。因為它能讓當事人想起自己的各種限度和環境意義。這種磨滅不掉的記

憶並不是出自偶然，通常是生命中最鮮明的事件，也可以說對生活的縮影。Alder 認為記憶

對人的重要性，在於人們會從過去的事件中銘記一些經驗，當遇到困難問題的時候，便無意

中打開記憶的匣子，尋找雷同的解決方式，採取這些經驗來解決問題，這些方式有時候是消

極的，有時候卻是一種補償作用；心理學者把這種生命銘記，看成是人格建構的重要依據。 

從這個觀點來看，或許我們應該更嚴肅的看待「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因為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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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客廳和餐廳合併成一

個空間，公公雖然房間也有電

視，但主要的活動空間還是以

一樓的客廳為主，全家人都把

客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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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模式，其實是反映著個人的文化價值觀念，這些行為模式是從生命歷程中，一點一滴

累積而來，這些生命歷程包含了個人在家庭生活、社會環境中的種種體驗，而「銘記」就如

同鎖鍊一般，把這些生命經歷緊緊相扣，逐漸形成人格特質與生命的動力。 

（（（（二二二二））））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口述歷史----回回回回顧生命顧生命顧生命顧生命、、、、解構解構解構解構人格人格人格人格特質特質特質特質 

閱聽人使用媒介的經驗，同樣也是從林林總總的生命歷程中選擇出來的結果（盧嵐蘭，

2007:77-80）這些藏在腦海裡面的記憶，通常是伴隨著當時的生活情景、人際關係、對外在

世界的認識、或某一件事件的發生，對當事人具有某種特定的生命意義。盧嵐蘭認為，這些

媒介經驗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是因為曾經和生活有相當緊密的關係，其實就是綜合了個人

與周遭世界的關係。Silverstone（1994）也指出，閱聽人與媒介之間並非一對一的單純關係，

單獨探討閱聽人對媒介內容的解讀，並不足以瞭解閱聽人，也等於捨棄了閱聽人生活的其他

面向，以及媒介對日常生活的滲透性。在許多閱聽人的口述歷史中，幾乎都會談到相關連的

生活情境，這些生活記憶對當事人往往具有某種意義，也可能是建構其人格特質的一部份，

它所表現出來的媒介使用行為，也會與日常生活脈絡緊緊相扣，才能彰顯其意義。 

三三三三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權力的社會建構與權力的社會建構與權力的社會建構與權力的社會建構與收視行為收視行為收視行為收視行為 

Bourdieu（2001）指出，男女性別的支配，是透過男性氣魄（masculinity）和女子氣質

（femininity）的實踐，是一種二元對立的、帶有尊卑階層的衝突關係進行再製；也是個人評

斷與認知世界的基礎和行動策略的準則。然而這些男子氣魄和女性氣質都不是與生俱來的，

而是一連串社會化的結果（Mead, 1990）。每個人在社會化的歷程中，透過家庭、學校及一

些機構，不斷的強化個人的行為以符合性別特質和性別思想；Morley 認為，男性或女性的特

質其實是在文化中就已經被建構，這些角色的認同以及權利的差異，都會有意無意的表現在

媒介使用的差別上（Morley, 1992）。根據 Morley(1986)的《家庭電視》研究，他發現電視被

不同家庭作為展現權力與性別區隔的工具，我們大致可以將他的觀察歸納出八個重點： 

1. 節目選擇的掌握權大部份在於成年男性。 

2. 男人看電視較女人專心，女人常因家務分心。 

3. 男人看電視較女人更有規律計畫，女性會在任何時間看電視。 

4. 男人不喜歡談論電視節目，女性會以電視節目作為社交話題。 

5. 電視的使用掌握在父親手裏。 

6. 女人在表達觀看偏好時，會表現出自責的態度，特別是表達出“單獨看電視”的嗜好。 

7. 女人較偏好戲劇性節目，男人多偏向體育與新聞。 

8. 女人偏好地區新聞更重於國際新聞。 

這種性別與媒介使用的差異，和傳統的性別分工有關，傳統的的男女分工型態，大部分

的家事都是婦女承擔，婦女必須在家中負擔家務事以及照顧子女的責任，因此也產生相對應

格格格格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標題 1, 左右對齊, 第
一行:  0 字元, 間距 套用後: 
自動, 行距:  單行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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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使用行為（黃葳威，1999：338）。 

四四四四     經濟地位主導收視權力經濟地位主導收視權力經濟地位主導收視權力經濟地位主導收視權力 

家庭權力的大小受到夫妻兩人對家庭經濟的貢獻程度，兩人教育的差距、社會地位、文

化規範等所影響（Nyman, 2002）。Morley（1986）觀察到男女收看電視的行為，除了受到家

庭地位和社會框架的影響之外，和家庭經濟的主導權也有很深的關連。傳統上，家庭的經濟

來源主要來自於男主人的工作收入，通常家庭經濟的來源者很自然的成為家庭權力的主導

者；男性表現在收看電視的行為特徵上，就如同把遙控器掌握在手中，或是當家人看電視「擺

不平」的時候，擔任仲裁者的角色，或是依照自己看電視的「時間表」看電視；但一旦男主

人失業或失去家庭經濟的主導地位，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也會有所改變，失業男子因為賦閒在

家，時間很有彈性，所以願意讓出主要的時間給家人看電視，他則利用大家上班、上課的時

間看預錄節目，在家庭生活中也表現得比較願意分擔其他家庭工作。 

五五五五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家庭家庭家庭家庭電視電視電視電視收視行為的變遷收視行為的變遷收視行為的變遷收視行為的變遷 

（（（（一一一一））））三台時代三台時代三台時代三台時代 

早期有關電視與家庭的媒體研究相當匱乏，直到民國六十六年之後才有比較完整的論

述。1977年到 1980年這四年間，陳世敏先後利用國民生活調查和電視收視率調查兩項資料，

做了兩次不同的次級分析（陳世敏，1983:159）。陳世敏認為，在當時電視就具有很高的「易

得性」（availability）和「最低勞力原則」（the least effort），已經大幅取代了廣播媒介的使用。

他同時也發現收視尖峰時間有地域性差異，例如：雲嘉鄉下地區農民多，中午休息時間長，

所以看電視時間比多會區的上班族多。另外，他也注意到男性早上時間不用做家事或帶小

孩，比較有時間讀報紙或看電視。 

（（（（二二二二））））有線電視時代有線電視時代有線電視時代有線電視時代 

有線電視剛開始的發展，一方面是為了解決天線接收不良的問題，因此衍生出社區共同

天線的經營業者（張煜麟，1998）另一原因則是當時錄影機風行，非法盜拷的影片猖獗，很

多電器行或錄影帶店兼營非法第四台，由於盜拷問題嚴重，1993年政府在美國 301法案的壓

力下，以很快的速度通過有線電視法（盧非易，1998:242），從此有線電視的發展淪入商業

集團（陳炳宏、鄭麗琪、楊雅雯，2000）。據 NCC 統計，全台總計有 64 家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140個有線電視頻道（國家通訊委員會，2008）。全台灣總共有 81.8％的家庭裝設有線電

視，台灣人平均每天花費將近 90分鐘收看電視（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2006）；電視不僅

是家庭重要的休閒娛樂，也與多數家庭的日常生活緊緊相扣。 

（（（（三三三三））））90 年代電視與家庭的研究發展年代電視與家庭的研究發展年代電視與家庭的研究發展年代電視與家庭的研究發展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傳播學院傳播學院傳播學院傳播學院15]: 電視促

成家人情感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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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注意到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不同地區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時間的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不一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收訊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有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的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再查證電視年鑑）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台灣人平均每天花 89.8

分鐘收看電視（台灣經濟發展

研究中心，2006），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與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貫穿每個家庭生活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這樣推論太過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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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學者針對電視與家庭進一步研究發現，雖然多機家庭越來越多，電視在家庭庭生

活中，依然能提供家人共聚一堂的情境，對家庭成員情感有很好的凝聚效果（孫曼蘋，1998）；

即使在多機多頻道的都會家庭，家庭成員雖然不盡然都在一起觀看電視，但透過節目內容的

口頭敘述和分享，也能夠達到家庭溝通與互動的目的（孫曼蘋，1998）。這項研究指出，台

灣家庭的收視行為與文化經驗有著密切關連，華人社會重視家庭倫理關係，收視行為仍以集

體式的共賞為主，這不僅是家庭成員互動的方式之一，也表現出華人社會的特質。 

但這項研究調查與訪談的對象，以都會家庭為主，並不能看出中下階層或都會以外地區

的家庭互動，尤其自九十年代起，台灣因為跨國婚姻逐漸興盛，人口結構開始產生變化，這

個新的移民族群以外籍女性居多，至今已有 40 萬個外籍配偶融入台灣社會（內政部，2008）；

為進一步瞭解外籍配偶家庭生活面貌，以下章節將整理過去社會學科相關文獻，扼要說明外

籍配偶來台之緣由以及社會處境。 

六六六六     台灣的跨國婚姻台灣的跨國婚姻台灣的跨國婚姻台灣的跨國婚姻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2008年 11月的統計資料，我國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已經多達 412,303

萬人，其中外籍配偶(含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占 33.94％，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占 66.06％（內

政部，2008）。外國籍配偶又以東南亞國家為主（內政部，2008）。 

台灣的跨國婚姻開始於 90年代初期全球化人口移動的影響，加上國內女性經濟、教育、

獨立自主性都大幅提高（藍采風，1996:81），導致在婚姻市場找不到對象的台灣男性，透過

婚姻仲介大量往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大陸娶親（王明輝，2004）。一般而言，外配家庭的社經

地位都比較低，因為這些迎娶外籍配偶的男子，大多是社經地位相對較弱者，選擇跨國婚姻

的東南亞女性也大多是原生家庭經濟較差的女性（王宏仁，2001）。此外，根據內政部出版

的《九十二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當中訪查了 82,353位外籍配偶，其中不

識字有 2,361人（佔 2.9％），國中小學程度 54,790人（佔 66.5％），佔總人數比例 69.4％（內

政部，2004）；和台灣成年人教育程度相較（教育部，2007），外籍配偶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在整個大環境中，這類家庭的社會、經濟、教育地位都屬偏低；外籍配偶本身又受到商業婚

姻的影響，在家中扮演傳統女性的角色較重，但地位卻不高，所受到的壓迫也比一般台灣婦

女更大（夏曉鵑，2000）。 

八八八八  港源社區的外籍配偶港源社區的外籍配偶港源社區的外籍配偶港源社區的外籍配偶 

南投國姓鄉港源社區的外籍配偶，以印尼籍華裔女子居多；探究其原因，和 90 年代台

灣婚姻仲介大量引進華裔印尼新娘有關；90 年代之前已經有少數定居在印尼的華僑，透過同

鄉的人際網絡或是觀光簽證的方式，從加里曼丹島仲介華裔印尼婦女嫁來台灣（夏曉鵑，

2002）。當時主要對象以退伍榮民為主，由於加里曼丹的華僑以客家族群為主，這些印尼華
格格格格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標題 1, 左右對齊, 縮
排: 左:  1.8 cm, 第一行:  0 字
元, 間距 套用後:  自動, 行距: 
單行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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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拉力」的作用，許多開發

中的國家人口，不斷往已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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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跨國婚姻（夏曉娟，

2000），

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傳播學院傳播學院傳播學院傳播學院16]: 太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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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傳播學院傳播學院傳播學院傳播學院17]: 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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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家庭婆媳之間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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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仲介開始逐漸從北台灣的客家庄拓展到中南部的客家聚落；90年代初期，加里曼丹的華裔

客家婦女，可說是台灣客家鄉村男性跨國娶親的首選（夏曉鵑，2002）。 

港源社區是一個典型的客家聚落，在當時也面臨人口大量外移，適婚男性找不到對象的

窘境；村內最早赴印尼相親者，是透過婚姻仲介安排，以觀光名義到加里曼丹娶親，有成功

例子之後，村內開始有人和印尼的華僑搭上線，當起跨國婚姻媒人，透過這位媒人穿針引線，

幫村內男子媒合很多印尼華裔配偶；這些印尼客籍配偶幾乎都來自印尼的加里曼丹島，因為

彼此有共同的語言、風俗習慣、文化背景，這種婚姻被視為是「同一文化單位」之下的跨國

同族婚姻（邱琡雯，2001）。即使經過十幾年之後，透過這種人際脈絡媒合印尼客籍配偶的

情況，在港源社區依然盛行。 

雖然華裔印尼新娘被視為是同一文化單位下的跨國婚姻，她們在文化與風俗習慣上，遠

較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外籍配偶更能融入台灣社會。但有學者認為，就算有華裔的血統，但是

從一個原生國家到一個接待國家，她們既不可能完全固守原生社會的文化，也不能夠完全同

化於接待社會之中，所以還是會產生認同問題。這種問題可以從一些「文化邊界的標誌」

（cultural boundary markers）顯露出來；例如：語言、音樂、食物等等（林開忠，2006）。這

種情況在港源社區確實不難觀察到；譬如：當她們聚會唱卡拉 OK 的時候，總會唱幾首印尼

家鄉的歌曲，姐妹淘彼此到家裡作客，也會一起下廚煮幾道家鄉菜；這是她們形成群體認同

的重要依據（林開忠，2006）。 

九九九九  移民者的移民者的移民者的移民者的媒介使用媒介使用媒介使用媒介使用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在轉換環境適應過程中，新移民因為對週遭環境陌生而感到不安，會藉由不同的方式

來消除疑慮，而疑慮的消除與否則與適應環境文化息息相關。黃葳威在華人移民的跨文化適

應的研究中，注意到媒介在疑慮消除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她發現看電視可以幫助新移

民學習語言、認識移入國文化；消除對新環境的疑慮以適應環境（黃葳威，1999）。電視資

訊還有另一個重要功能，即可以讓留學生開啟和美國人聊天討論的話題，增加人際接觸的機

會。 

不過在家庭脈絡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往往會干預外籍配偶的媒介使用。國內有學

者觀察發現，很多外籍配偶在使用手機的時候，都曾經有過被婆婆詢問「誰打電話來？」這

類私密的問題，這些話表面聽起來似乎在關心，但她們卻覺得好像被質問；甚至有的婆婆或

先生會私下翻她的手機電話紀錄或通信錄，這些行為讓她們覺得有一種被監視的感覺，但她

們多半也都只能裝做不知道，不敢當面和婆婆攤牌（沈倖如、王宏仁，2003）。 

目前台灣的東南亞配偶家庭以中低階層居多，尤其是偏鄉地區的外籍配偶家庭收看電視

情境，是過去閱聽人研究所未曾探討過的議題，如何透過親身訪談與觀察，描繪出文化隔閡

下所產生的差異性，本研究擬探索三個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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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m 太太太太所持所持所持所持觀點的理由觀點的理由觀點的理由觀點的理由認認認認

為為為為，，，，實際的家庭生活是瞬息萬實際的家庭生活是瞬息萬實際的家庭生活是瞬息萬實際的家庭生活是瞬息萬

變的變的變的變的，，，，必須採全面性的觀察必須採全面性的觀察必須採全面性的觀察必須採全面性的觀察，，，，

一方面看出觀眾在收看一方面看出觀眾在收看一方面看出觀眾在收看一方面看出觀眾在收看同樣同樣同樣同樣

節目的時候節目的時候節目的時候節目的時候，，，，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詮釋文本內詮釋文本內詮釋文本內詮釋文本內

容容容容，，，，另一方面是他們在收看電另一方面是他們在收看電另一方面是他們在收看電另一方面是他們在收看電

視時視時視時視時，，，，所牽涉到的家庭關係所牽涉到的家庭關係所牽涉到的家庭關係所牽涉到的家庭關係。。。。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應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應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應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應

該是家庭該是家庭該是家庭該是家庭，，，，而非個別的閱聽而非個別的閱聽而非個別的閱聽而非個別的閱聽

人人人人。。。。因此必須因此必須因此必須因此必須注意家庭個別成注意家庭個別成注意家庭個別成注意家庭個別成

員在收看不同電視內容時員在收看不同電視內容時員在收看不同電視內容時員在收看不同電視內容時所所所所

產生的產生的產生的產生的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反應反應反應反應，，，，也就是把個也就是把個也就是把個也就是把個

別的收看活動放進家庭關係別的收看活動放進家庭關係別的收看活動放進家庭關係別的收看活動放進家庭關係

中做分析中做分析中做分析中做分析。。。。

實際上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也實際上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也實際上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也實際上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也

經常發生這種例子經常發生這種例子經常發生這種例子經常發生這種例子，，，，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總總總總

統選舉期間統選舉期間統選舉期間統選舉期間，，，，政治評論家胡忠政治評論家胡忠政治評論家胡忠政治評論家胡忠

信在一篇月刊信在一篇月刊信在一篇月刊信在一篇月刊（（（（好消息月刊好消息月刊好消息月刊好消息月刊，，，，

2008））））中中中中提到自己提到自己提到自己提到自己家庭內部看家庭內部看家庭內部看家庭內部看

到電視的情形到電視的情形到電視的情形到電視的情形：：：：

「「「「任何的政治看法任何的政治看法任何的政治看法任何的政治看法，，，，都不要帶都不要帶都不要帶都不要帶

到床第上討論到床第上討論到床第上討論到床第上討論，，，，我以我岳父我以我岳父我以我岳父我以我岳父、、、、

岳母為例岳母為例岳母為例岳母為例，，，，一位是深藍一位是深藍一位是深藍一位是深藍、、、、一位一位一位一位

深綠深綠深綠深綠，，，，所以他們會各自一個房所以他們會各自一個房所以他們會各自一個房所以他們會各自一個房

間看電視間看電視間看電視間看電視，，，，避免衝避免衝避免衝避免衝突突突突。」。」。」。」

這段描述這段描述這段描述這段描述點出點出點出點出即使在同一個即使在同一個即使在同一個即使在同一個

家庭裡面家庭裡面家庭裡面家庭裡面，，，，夫妻夫妻夫妻夫妻也會也會也會也會因為各自因為各自因為各自因為各自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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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偏鄉地區外籍配偶家庭的電視收看情境為何？ 

二、外籍配偶家庭收視情境有何文化差異？ 

三、觀察性別、權力展現的收視行為與社會價值之意義？ 

四、生命歷程與人格建構，表現在收視行為之間的互動關連是如何？ 

參參參參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  參與式觀察參與式觀察參與式觀察參與式觀察 

電視與家庭的研究，所重視的是收視行為與家庭生活環境的脈絡關連，也就是把家看成

一個整體。為瞭解其中脈絡與緣由，走進受訪者家庭觀察是最有效與最直接的研究方式，從

中觀察受訪者在接收訊息與使用訊息過程中，和生活環境的關連性。這也是接收分析研究必

須 將 原 來 的 研 究 地 點 從 研 究 室 移 到 受 訪 者 家 庭 當 中， 做 參 與 式 觀 察 與 訪 談 的 原 因

（Morley,1992）。本研究所訪談的對象，是居住在國姓鄉的外籍配偶家庭，研究目的著重在

電視收視行為與社會文化系統的關係，以接收分析作為工具，進一步詮釋其中的意義。因此

在方法上採取質化研究的深度訪談及參與式觀察是有其適當性。透過社輔機構的協助，取得

當地 12 戶外籍配偶家庭同意，做為研究對象（請見個案家庭資料表）。並以兩年時間（94

年 5 月至 96年 10月）做長期訪談與觀察，個案訪談次數平均約五次左右。訪談大綱，則是

根據問題研究的目標，擬定開放式的問題，作為訪談時的提問和觀察。訪談內容錄音之後整

理成逐字稿，從內容當中逐一分析研究，詮釋歸納出重點。 

二二二二 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 

（（（（一一一一））））港源社區港源社區港源社區港源社區－－－－偏鄉外配家庭生活的小縮影偏鄉外配家庭生活的小縮影偏鄉外配家庭生活的小縮影偏鄉外配家庭生活的小縮影 

南投縣國姓鄉是一個典型的農業鄉鎮，四面環山，有兩條主要河流：北港溪和南港溪流

貫鄉境，溪流狹小的河谷平原為主要聚落，居民百分之七十五是客家族群（國姓鄉公所，

2007）。平原耕作面積有限，因此一般鄉民都從事山坡的農業經濟，種植枇杷、梅子、草莓、

香菇、香蕉、檳榔和飼養水鹿是主要的經濟來源。 

 

在人口結構方面，國姓鄉這十年來人口呈現負成長。鄉公所的資料顯示，鄉內人口從民

國 84 年的 2 萬 5 千多人逐年遞減，到民國 96年只剩 2 萬 1 千多人（國姓鄉公所，2007），

由於農業以外的工作機會不多、人口外流十分之一以上，留在鄉間從事農業勞動者又以男性

居多，女性大多外移到都會區工作。男女人口失衡導致適婚男性不容易尋找對象，娶外籍配

偶的比例相當高，根據南投縣政府的估計，國姓鄉大約每十三戶就有一戶娶外籍配偶（廖彥

翰，2006）。國姓鄉的人口結構改變，正是近十年來台灣社會變遷的縮影，鄉村人口不斷外

格格格格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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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此處需要轉接句或段。

忽然出現南投縣？Why it?與

前述有何關連？

南投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

縣，人口並不多。；根據縣政

府社會局的統計，南投縣的總

人口數大約有 535,485人，男

性人口數 277,847人，女性

257,683人，男性人口比女性

多出 2 萬多人，尤其農業型的

鄉鎮男女比例更為懸殊；這種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活動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與前頁數字不符？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如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同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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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留在鄉間的男性找不到結婚對象，大量迎娶外國籍配偶；這個情況又以南港村的港源社

區最為明顯，以港源國小九十六學年度全校學生為例，全校 31名學生，有 8 成學生是外籍

配偶子女，外籍配偶家庭比例之高從學生人數可見一斑。 

 

港源社區位於 921震央九份二山山下，由台 14 線中潭公路北山坑接投 147縣道進入南

港村，沿投 147線約 20 分鐘車程抵達；村落介於國姓鄉、水里鄉山區之間，當地居民以務

農的客家人為主；由於位處偏僻山區，早年當地以生產香蕉為主，民國六十年左右，由於台

灣香蕉大量外銷日本，港源村的人口曾經一度增加，當時港源國小每個年級設有一班，學校

學生多達兩百多人。但隨著香蕉產業沒落，當地缺乏就業機會，村內人口外流嚴重，留在當

地的以老年人和從事勞力和農務工作的男性為主，在男女比例懸殊的情況下，村內的男性跨

國娶親的情形相當普遍。早期跨國結婚的對象以印尼華裔客家女子為主，主要考慮華裔印尼

配偶大多會講客家話，語言溝通比較沒有問題；加上當地有專門從事印尼跨國婚姻仲介，因

此港源社區的外籍配偶以印尼籍居多，這些外籍配偶雖然會講客家話，但大多不識中文字；

加上祖先移居印尼已經好幾世代，生活習俗、文化習慣已經和台灣大不相同；在族群認同上，

普遍仍被視為外國人；近年來由於越南對外開放，遠赴越南娶親的村民也越來越多，尤其年

輕一代的外籍配偶以越南籍居多。  

（（（（二二二二））））訪談個案取得訪談個案取得訪談個案取得訪談個案取得    

本研究的外配家庭資料取得，是透過南投家扶中心的協助；該中心在國姓鄉港源社區開

辦多期的外籍配偶識字班，識字班每週三天，利用晚上七點到九點兩個鐘頭，在港源國小教

室上課，班級成員約有 20多人，全部都是女性外籍配偶，年齡層從 25 歲到 45 歲左右，以

勞工、農牧的中低階層家庭為主，學員的教育程度以國中、國小居多，家中都有一到三個國

中、小的學齡子女，很符合本研究目標的各項條件；在與社工員充分溝通之後，由社工員列

舉 12 個適當的受訪家庭，並逐一徵詢訪談對象的同意之後，個別約定時間進行家庭訪問。 

 

三三三三 訪談大綱設計訪談大綱設計訪談大綱設計訪談大綱設計 

本研究的訪談綱要合計有三大類題目，為研究者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後，依據研究問題

與研究目設計而成。本研究是透過電視使用與家庭人際互動關係、在家庭性別、權力的展現、

以及社會文化系統對收視行為的影響，發展出三個問題題綱。 

（（（（一一一一））））偏鄉地區外籍配偶家庭的收視情境偏鄉地區外籍配偶家庭的收視情境偏鄉地區外籍配偶家庭的收視情境偏鄉地區外籍配偶家庭的收視情境 

是根據研究問題一所擬定，研究目標是探測偏鄉地區外籍配偶家庭的電視收視狀況，與

日常生活；訪談與觀察的題要設計如下： 

 格格格格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標題 1, 縮排: 第一行:
 0 字元, 行距:  單行間距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尤其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位在學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比例之高可視為這種

社會趨勢的小縮影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有鑑於此，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即便是質化研究的深度

訪談，研究人員仍須事先擬出

一份半開放式的訪談提要，掌

握現場訪談的方向，進而誘發

受訪者的個人經驗，或解釋對

某一現象的反應、感覺（孫曼

蘋，2001）。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問題意識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文獻探討擬出五大類個

觀察及訪談提要面向，包括：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與媒介（電視？兩這含

意不同）使用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媒介使用與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層次之關連性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五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三個要項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藉由引導式議題，深入

了解外籍配偶家庭看電視時

的互動情形。訪談提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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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察國姓鄉港源社區的社會資源與媒介： 

   （1）偏鄉地區的經濟活動。 

（2）當地的公共設施。 

（3）對外交通的便利性。 

（4）可立即接近的娛樂休閒活動。 

2.觀察國姓鄉港源社區的日常活動與收視行為之關係。 

（1）觀察村民的生活作息。 

（2）觀察看電視與作息之間的關係。 

3.觀察家庭內部收看電視的情境。 

（1）電視在家庭休閒娛樂的重要性。 

（2）家庭共賞互動情境。 

（3）家長參與家庭活動的程度。 

 

根據上述研究目標，設計以下問題： 

 

「請受訪者回想，昨天做了哪些活動？如何和家人一起看電視」 

 

這個反問包含兩個層面，第一層是藉由受訪者的回想，說出一天的作息；這一天的作息，

可能代表著一個星期甚至一整年生活的縮影，和平常有什麼不一樣？藉由進一步追問，盡可

能透過訪談，更清楚的瞭解當地的環境與日常生活。 

 

另一個層面，則是讓受訪者說出家庭看電視的情境；以這個主題繼續追問受訪者，並請

他說出其中原因和理由。 

 

「請外籍配偶試著說出，最愉快的看電視情境，具體描繪出當時的

家庭氣氛，以及如何和家人展開電視對話。」 

 

這一大題以環境和收視行為關係，和家庭參與程度為主題，只列兩個大題目，是希望透

過訪談讓外籍配偶集中思考問題核心，以提出具體和代表性的情境，由於訪談的對象因人而

異，各自會說出不同家庭脈絡下的情境，研究者再根據這些回答，從大問題轉入較小的問題。

例如：家人如何幫外籍配偶解說電視劇情？如何互相討論劇情等等；反之，電視可能是心情

不佳、孤獨、排遣寂寞的媒介工具，缺乏人際互動或有逃避傾向的家人，他們如何看電視？

看電視的心情又是如何？這個題項主要目的就是藉由大的題綱，導引受訪者描繪家庭收看電

視情境，再根據研究問題逐步發展成小問題追問電視與家庭人際互動的關係。 

（（（（二二二二））））收視行為的文化差異收視行為的文化差異收視行為的文化差異收視行為的文化差異    

根據問題研究二所擬定，研究目的是瞭解國姓鄉港源社區外籍配偶家庭收視情境，是否

格格格格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標題 1, 第一行:  0 字
元, 行距:  單行間距

格格格格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字型: (英文)新細
明體, 12 點

格格格格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縮排: 左 -3 字元, 第
一行:  2 字元, 右 -4.5 字元, 行
距:  單行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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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文化隔閡和差異。以及家人如何透過媒介，增進彼此的溝通與學習互動。以此目標擬出

下列訪談題要： 

1.電視如何幫助外籍配偶適應本地生活文化。 

（1）觀察語言、文字方面的學習效果。 

（2）觀察外籍配偶收看哪些節目，瞭解這些節目對生活適應的意義。 

 

2.如何透過電視學習與家人互動。 

（1）電視節目如何引起家人互動。 

（2）互動的氣氛。 

（3）互動的效果。 

 

根據以上研究目標，擬定提問如下： 

 

「請外籍配偶回想，剛來台灣最大的生活障礙，如何克服？」 

 

對外籍配偶而言，來台灣最大的生活障礙，有可能是語言、生活習慣、或是和家人相處

的關係，透過她們的回想，說出跨國婚姻，必須要克服的文化隔閡問題；接著再追問，電視

媒介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請說出與家人學習互動的看電視經驗，試著描述當時的情境、感受

和心情。」 

 

從文獻探討中我們得知，對跨國的生活者而言，電視媒介除了語言學習之外，最重要的

是開啟與人溝通的橋樑。這個問題的目的，是引導外籍配偶描述與家人互動學習的情景，並

進一步追問，她們如何藉由電視開啟和產生話題，並說出心理的感受和想法。 

（（（（三三三三））））性別性別性別性別、、、、權力展現與收視行為權力展現與收視行為權力展現與收視行為權力展現與收視行為    

以問題研究三作為主軸發展，以性別、權力展現在收視行為的研究作為目標，擬定的訪

談題要： 

1.男女主人對性別認同的態度。 

（1）觀察家庭內部男女勞務分配情況。 

 

2.性別權力與媒介使用的關係。 

（1）觀察電視被主宰情況。 

（2）觀察男主人與女主人看電視的態度。 

（3）瞭解客廳電視的使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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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問題三的第一層提問，性別認同是一連串的社會化過程，深受社會價值體系、

倫理、傳統觀念所影響，所表現出來行為特質也有所不同。以這個目標所擬出的題目如下： 

 

「請男、女受訪者，各自說出自己對家庭的責任」 

 

家庭不能自外於社會文化系統，這個半開放的提問，可分別從男女角色，觀察出自我的

性別認同，在家庭、社會扮演什麼角色，分擔什麼責任。並以這個性別認同作為出發，進一

步觀察收視行為的差異性。 

 

「請受訪者說出男性和女性看電視的行為模式有何不同？」  

 

這是一個交叉提問的題目，先試著讓男性說出自己的收視行為，再交叉反問女性對男性

收視行為的看法；反之亦然。藉著從不同性別觀點，檢視自己和異性的收視行為，說出更多

性別認同與價值觀之間的更多觀點；兩個提問相互對照，所指出一個面向，是傳統社會的性

別觀念對家庭收視行為的影響。特別是社會文化所建構的性別認同，這個部分透過受訪者自

述與自我評斷，逐漸說出自己的性別責任，這責任包含社會的期待與家庭的工作；所延伸出

的追問子題，包括：請試著說出「男主外、女主內」這個觀念的看法？媳婦應該扮演的角色、

負責哪些工作？透過這種自我敘述方式，釐清受訪者的性別核心價值，並仔細對照這些價值

觀展現在收視行為的意義與關連。 

 

 

 

 

 

 

格格格格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縮排: 左 -3 字元, 第
一行:  4 字元, 右 -4.5 字元, 行
距:  單行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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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家庭資料表個案家庭資料表個案家庭資料表個案家庭資料表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2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3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4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5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6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7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8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9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10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1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12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形態形態形態形態 

三代

同堂 

核心

家庭 

核心

家庭 

核心

家庭 

核心

家庭 

延伸

家庭 

核心

家庭 

延伸

家庭 

延伸

家庭 

延伸

家庭 

延伸

家庭 

延伸

家庭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5 人* 5 人 5 人 5 人 4 人 7人* 3 人 5人* 7 人 8人* 5 人* 7 人* 

夫夫夫夫 62歲 46歲 48歲 47歲 48歲 37歲 56歲 38歲 歿 36歲 歿 43歲 

妻妻妻妻 40歲 40歲 36歲 36歲 35歲 30歲 38歲 26歲 37歲 28歲 33歲 28歲 

兒兒兒兒 14歲 17歲

15歲 

 12歲

10歲 

13歲

12歲 

6 歲 17歲 5 歲 10歲

9 歲

7 歲 

 7 歲 7 歲 

女女女女 10歲  13歲

11 歲

9 歲 

13歲  4 歲    6 歲

4 歲 

10歲 10歲

9 歲 

公公公公      72歲  70歲  64歲  72歲 

婆婆婆婆 92歲     70歲  66歲  62歲 66歲 68歲 

姑嫂姑嫂姑嫂姑嫂  48歲        33歲

31歲 

  

叔伯叔伯叔伯叔伯      39歲     42歲  

姨媽姨媽姨媽姨媽         34歲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 

夫夫夫夫 果農 工人 工人 鹿農 鹿農 工人 無業 工人 歿 工人 歿 鹿農 

妻妻妻妻 菜販 臨工 家管 媒人 家管 養鹿 餐飲 臨工 臨工 縫紉 服務

業 

家管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夫夫夫夫 國小 國中 國中 國中 國中 國中 國小 國中 歿 國中 歿 高中 

妻妻妻妻 國小 國小 國小 高中 國小 高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大學

肄業 

高中 

原生國籍原生國籍原生國籍原生國籍 

配偶配偶配偶配偶

國籍國籍國籍國籍 

印尼

華裔 

印尼

華裔 

印尼

華裔 

印尼

華裔 

印尼

華裔 

印尼

華裔 

印尼

華裔 

越南 越南

華裔 

越南

華裔 

越南

華裔 

印尼

華裔 

來台來台來台來台 16年 18年 14年 15年 14年 7 年 18年 6 年 11年 7 年 11年 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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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研究個案 12 個訪談家庭，包含 5 個核心家庭、7 個三代家庭同堂。其中 9 號家庭是單

親的外籍配偶帶著三個孩子和她的妹妹兩個家庭共住一屋；編號 11的男主人已歿，越南籍

配偶帶著兩個孩子和男友以及男友母親同住之外，編號 6、編號 8、編號 10、編號 12 都屬於

大家庭，成員除有夫妻、子女、公婆之外還和小姑、叔伯同住。 

 

受訪的 12 個家庭中，以從事農、工階層的家庭為主，其中男主人從事勞工的家庭有 5

戶，從事農業或畜牧業的家庭有 4 戶，男主人無業或暫時失業有兩戶。 

 

以經濟收入來看，年所得在 40萬以下有兩戶，其中編號 1 是自耕農，收入不穩定；編

號 9 是單親家庭，家中有一個多重障礙的孩子，是縣府列為補助的低收入戶。年收入在 40

萬到 60萬之間的家庭有 6 家，這類家庭大都以男性勞動所得為主要收入，女主人偶爾打打

零工補貼一點家用。所得超過 80萬元的家庭總共有四家，這四個家庭經濟收入以養鹿為主，

飼養規模較小的家庭，男主人還會另找一份工作；規模較大的家庭，養鹿的經濟收入已足以

供養家庭所需。整體而言，12個訪談對象中，年所得 60 萬元以下的家庭佔了三分之二，顯

示一般農、工家庭的經濟收入都不是很高，彼此之間的經濟落差並沒有很大。 

在教育程度上有相對偏低現象。男女主人國中學歷者有 9 人佔最多，其次國小學歷有 8

人，高中學歷 4 人，大學肄業僅有 1 人。 

 
在家庭媒介使用上，有 11個家庭裝設有線電視，1 個家庭裝設衛星電視，12個受訪家

庭都已進入多機多頻道的使用。家庭只有一台電視機的只有兩戶，但這兩戶都有電腦等其他

替代設備，家庭擁有三台電視機的家戶佔了 5 家，兩台電視機的則有 4 家，其中編號 10的

大家庭中甚至擁有四台電視機，可見電視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因為進入有線電視多頻道的

時代，每天 24 小時節目不斷重播，已無需 80 年代預錄節目的情形，12 個家庭都已經沒有錄

放影機，取而代之的是電腦、電動玩具、DVD 和卡拉 OK 設備。 

 

儘管在家庭休閒娛樂工具選擇上，電視仍居主要地位，家中的青少年、兒童對電腦也相

當喜好；訪談 12個個案中有 10個家庭擁有電腦，9 個家庭可以網路連線，但是成人使用電

腦的比例卻相當低，訪談對象中僅僅兩位外籍配偶會使用電腦，男性全部都不會使用，觀察

這種現象的原因，一來因為社輔單位開辦的電腦班、識字班都只針對女性外籍配偶開課，男

性似乎「拉不下臉」一起參加上課，再則村落的男性以農牧、勞工為主，電腦對他們的工作

派不上用場，影響他們學習的意願。 

 

儘管大人不太會使用電腦，但家庭擁有這項資訊設備的比例仍然相當高，家庭添購電

腦，多數是為滿足孩子的需求，在外配家庭中，電腦常成為家長獎賞、約束孩子或交換媒介

使用的重要協商工具。例如編號 1 的爸爸為了獎勵大兒子月考進步，花了 3 萬多元買了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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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型電腦，鼓勵孩子好好唸書。編號 11 的外籍媽媽，准許孩子使用電腦的條件是：必須

寫完功課、唸完該複習的功課或幫忙整理家務工作，才准他們使用電腦。 

 

另外收音機或小型音響的使用頻率則是相當低，除了編號 11的女主人有聽收音機和 CD

的習慣外，其他的家庭幾乎很少使用收音機，可見電視機的影音娛樂功能已經大幅的取代收

音機。另外，港源村無任何一戶家庭訂閱報紙，主要是因為路途遙遠、加上戶數太少，地方

派報中心一直都沒有送報，當地的訊息接受全部仰賴電視新聞。 

一一一一 生活環境影響收視行為生活環境影響收視行為生活環境影響收視行為生活環境影響收視行為 

港源社區是個典型的農村社區，這裡的居民日出而做日落而息，過著簡單規律的生活，

尤其中低收入的外籍配偶家庭，活動範圍幾乎以家庭和工作場所為主，很少有機會外出旅

遊，當地除了有一個北管樂團（全部都是男性團員）之外，缺乏其他休閒娛樂，看電視成為

一般家庭最簡單也最廉價的消費。 

這個村落可說是台灣農村聚落的小縮影，缺乏社會資源、公共建設，社團活動也相當少。

在平淡的家庭生活中電視是最主要的休閒娛樂，不分男女老少，回到家中最常做的休閒娛樂

就是收看電視。這是由於城鄉建設的差距，養成偏鄉地區居民過度倚重電視媒體。 

盧嵐蘭把現代人形容為雜食性的閱聽人，尤其都會市民，隨時隨地都會接觸到跨媒體跨

文類的資訊（盧嵐蘭，2007:53）；但對居住在偏鄉農村聚落的村民來說，卻沒有這樣的環境。

尤其對平面媒體而言，幾乎沒有經濟市場；因此電視成為村民獲得資訊的重要媒介。編號 5

的外籍配偶提到電視與報紙兩種媒體的比較。 

「報紙也是看一些新聞，但一篇報紙看下來我眼睛都花了，所以

我通常很少看報紙，有看的話也是看一些照片，其實看報紙和電

視新聞差不多，但是還有畫面會動，而且還有人念給你聽，不用

花太多腦筋，你就可以知道一些事情。」 

 

尤其對外籍配偶而言，普遍因為中文識字有限，閱讀書報不易，電視新聞提供最即時且

有聲光效果的內容，讓她們很容易吸收。因此電視自然變成了外籍配偶最重要的新聞及資訊

來源。 

對當地村民來說，有線電視是最便宜的家庭休閒娛樂，每個月 600元，可以收看 100

多台節目，不管是戲劇、新聞或是電影，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節目，尤其一到了晚上，大部分

的外籍配偶都以收看連續劇來消遣娛樂。大人相當倚賴電視媒體，小孩情況也是如此，電視

格格格格式化式化式化式化:::: 縮排: 左 2.25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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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被孩子當成下課後陪伴寂寞的媒體；編號 1 的父女提到一般農工家庭，常碰到的情景。 

 

爸：「有時候上半天課（小女兒一年級），下午回來就一直看電視，

我要去山上工作，他媽媽也要去香菇寮工作，她一個人在家

就一直看電視。功課有沒有寫我也不知道。」 

女：「無聊就看電視啊！不然就是跟小黑（小狗）一起玩，因為

這附近也沒有同學，只有禮拜三的時候，哥哥會早一點回來，

我們有時候會騎腳踏車，不然在家裡很無聊。」 

 

港源地區社會資源有限，當地只有一所小學，沒有補習班、安親班，加上很多家庭都

屬勞動階層的農工家庭，父母忙於工作，無暇照顧課後的孩子，尤其對居住在山區獨立家屋

的中低年級的孩子，放學回家經常藉著看電視打發時間排遣寂寞。 

二二二二 電視是外籍配偶電視是外籍配偶電視是外籍配偶電視是外籍配偶重要重要重要重要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電視除了提供休閒娛樂之外，訪談的外籍配偶幾乎一致認為，電視是她們學習語言的重

要工具；在台灣幾乎所有的節目都有配上字幕，尤其歌唱節目或卡拉 OK 字幕，對外籍配偶

學習文字更有顯著的幫助，她們認為一邊學唱歌，一邊對照逐字出現的字幕，是最容易的語

言學習。 

另外，電視內容也能開啟外籍媳婦和公婆之間的對話，在觀看的情境中，媳婦可以很自

然的發問，長輩通常也很樂意從旁解釋電視內容，這種學習方式不止很快的增進外籍配偶的

語言學習能力，也打破平常公婆與媳婦之間的藩籬，使彼此情感的更融洽，也讓外籍媳婦感

受到被家庭接納的認同感。 

另外，電視對外籍配偶的生活學習幫助也很大；外籍配偶的飲食習慣和台灣人不同，能

不能做出合乎家人口味的菜餚，更關係著家人對媳婦的認同感。這時候電視的美食節目就成

了外籍配偶重要的學習管道；尤其在人際互動上，這類節目的幫助不容小覷，很多婆媳會邊

看邊討論，事後還會一起上街買菜、準備食材，同下廚房為家人準備一道豐盛的晚餐。對家

庭主婦而言，能做出一道美味可口，受家人讚賞的佳餚，是日常生活中一大成就感。 

電視除了可以學做菜之外，也是她們經驗學習的重要管道；外籍配偶單身嫁到台灣，沒

有娘家的支援和幫助，當遇到家庭問題的時候往往求助無門。電視的訪談節目經常邀請許多

來賓，以類似焦點訪談的方式，互相談論個人的經驗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這類以女性觀眾為

主的節目，議題經常設定在是夫妻感情、婆媳問題、孩子教養問題，當外籍配偶碰上這類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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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時候，電視節目內容，就成了她汲取別人經驗的重要學習管道。 

三三三三 全家共賞情境需要家人共同經營全家共賞情境需要家人共同經營全家共賞情境需要家人共同經營全家共賞情境需要家人共同經營 

合諧的家庭共賞是透過協商的方式，讓家庭產生一套管理系統，找出彼此的相處之道，

維繫成員成為一套約定俗成的管理規範。家庭共賞也是一種情境，要促成這種情境在於家長

本身的參與感，尤其是家庭當中的男主人，一家之主的行為模式和觀念，對一個家庭深具影

響力。他所表現參與感的積極與否，是達成家庭共賞的重要關鍵。但這並非每一個家庭都能

做得到，因為家庭參與感其實需要培養和學習，例如陪孩子看書做功課，需要花時間和精神，

甚至得自己多用點心做功課，才能瞭解孩子的學習狀況。同樣的，看電視表面看來只是一件

單純的休閒娛樂，但細心的家長，會利用節目內容和孩子開啟話題，進一步瞭解孩子的心思、

他的性向，或是學校生活等等。 

編號 11媽媽： 

 

「我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的時候，他們就會坐過來，靠在我身

邊，問我這是在演什麼，尤其是動物的節目，他們都會問我，

這是怎麼樣呀！我會說給他們聽，彼此也會討論，那種感覺

很好，增加彼此之間的互動，好像我們是朋友一樣，所以我

覺得一邊看電視一邊溝通，是增進親子關係最好的方式……

那種感覺很幸福，好像一家人都聚在一起……」。 

 

讓這位媽媽覺得看電視產生的「幸福感」，其實包含三個要件：親子溝通、肢體語言和

知道彼此的存在；在看電視的氛圍中很自然、也很容易促成這三個要素。因此，家庭參與也

可說是一種面對生活的態度，這種態度深植在內心深處，和個人的性格建構有一些關連。 

值得注意的是，勞動階層家庭的男主人因為工作時間長、收入又不穩定，經常加班超時

工作，回到家中往往已經精疲力盡，陪孩子看電視的時間也相對被剝奪。儘管勞工階層的家

庭沒有充裕的時間陪孩子，也比較沒有資源帶家人從事其他休閒活動；但這不表示父母的家

庭參與感就比較薄弱，或家長在電視共賞情境中因此缺席，決定因素在父母親的觀念，關係

型的家庭父母，通常表現出比較積極的家庭參與感。訪談中有幾位勞動階層的父親，很瞭解

陪孩子看電視的重要性，當女兒依偎在身旁看電視的時候，也是他工作一天回到家中最開心

的一件事。父女四個人同擠在一張沙發上看電視，即使家裡的空間不大，一家人在這個時候

有說有笑，洋溢著天倫之樂。 

相對的，部分經濟收入不錯的家庭， 家長卻不一定有心參與家人活動，尤其晚餐看電

視這段時間，更是家庭家庭參與的重要指標，如果忽略了，太太或子女往往會因此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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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的太太： 

「他到處找人聊天，四處跑，那不是他看電視的時間，他有時候，

出去跟人家聊到吃晚餐的時間，還不曉得該回家吃飯，還要打手

機叫他。」 

 

這個家庭的經濟能力雖然不錯，家庭空間大，電視機分散在房間、客廳不同的空間，但

家人各看各的電視，男主人忙著在外聊天應酬，卻反而忽略陪孩子的重要性和共賞的情境。 

四四四四 人格特質的建構影響收視行為人格特質的建構影響收視行為人格特質的建構影響收視行為人格特質的建構影響收視行為 

閱聽人所展現出來的收視行為，往往也是他內心人格特質的投射，對當事人而言，這種

行為表現經常是不自覺的，但透過口述歷史的方式，回顧生命歷程，找出腦海中鮮明的「銘

記」，往往可以解構這之間的關連性。 

訪談過程中，有一位父親對家庭參與始終不熱衷，在某一次訪談中，他回憶自己小時候

不喜歡唸書，經常逃學到溪邊玩耍，即使下課回家，他也不喜歡寫功課，讀書這件事情對他

而言，是從小到大的夢魘。這樣的成長經驗成為他人格特質的一部分，即使當了父親之後，

他也把陪孩子做功課這件事情視為是一種壓力，當孩子課業上有問題的時候，他總是逃避或

是叫她的大女兒充當小老師，教導兩個弟弟，但這樣的結果往往是一團糟。 

參與家庭生活其實必須付出時間和精神，但身為父親者如果自己都逃避這種家庭責任，

恐怕很不容易安下心來陪孩子唸書或看電視。這種低度參與感不僅表現在陪孩子做功課這件

事情，同樣也會影響家庭媒介使用，低度參與感的家長，通常不容易和孩子一起共賞電視，

甚至晚餐時間還在外遊蕩，錯失晚間家人相處的黃金時間。 

從研究發現，這種家庭參與的核心動力，和個人的生命歷程有著相當緊密的因果關係，

另一個表現相當積極的外籍母親，非常珍惜家人共處的時光。回顧她的生命歷程，喪夫之後

曾經因為生活困難，不得已將最小的孩子送回越南娘家，一直到孩子準備唸小學才把孩子接

回來，這位母親自認為錯過了孩子重要的成長階段，是她心裡的重大創傷，她回憶那段日子，

經常一面獨自掉眼淚一面告訴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接回來。因此，當她把孩子帶回台灣之後，

非常重視家庭生活，即使只是單純的一起看電視，她都覺得很幸福。 

對這位母親而言，這種積極的參與態度，是一種補償心理，過去她曾經失去的，現在她

很珍惜。從以上例子看來，促成家庭共賞的重要因素在於家長的參與態度，這種參與感和家

庭經濟能力沒有必然的正向關係，反倒是和生命歷程有密切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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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性別的建構性別的建構性別的建構性別的建構與媒介使用與媒介使用與媒介使用與媒介使用 

Morley（1986）認為，男性或女性的特質其實是在文化中就已經被建構。這些角色的認

同以及權利的差異，都會有意無意的表現在媒介使用的差別上；訪談個案中，有一位外籍配

偶很喜歡看韓劇「加油！菊花」，她把自己想像成劇中的女主角。這位外籍配偶的生命歷程

中，曾經有一件事情深深的影響她，在她國中快畢業的那一年母親突然生病了，她為了幫忙

撐起家庭負擔，決定放棄升學去工廠工作。 

「我就跟我爸爸說，我不要唸高中了，畢業之後，我要去工廠工

作，我在家裡排行老二，我上面還有一位哥哥，下面還有兩個弟

弟和妹妹，如果光靠我爸爸種田一定無法養家。所以我就一個人

去工廠工作。」 

 

母親病倒對她而言，象徵女性為家庭的犧牲，在她小小心靈卻深受影響，所以放棄學業

跟母親一樣到工廠當女工，在她內心身處，似乎已經深植了女性為家庭犧牲的宿命觀念。也

因此，這位外配把情感投射在韓劇的女主角身上，用自己的生命經驗來解讀這齣戲的文本。 

「覺得自己像菊花，而且她演得很好看，會激勵我們想要努力工

作，多賺一點錢改變環境，養小孩子……我就覺得她的命運跟我

很像，我的朋友也是這樣覺得。她們都會來這裡跟我一起看電

視，我們最喜歡在一起看《加油！菊花》，就覺得這個女主角好

像我們，很辛苦…」 

 

另外，父母親的身教和言教，也會建構性別的價值觀，訪談個案中有一位越南配偶提到

她生長在一個單親家庭，她記得小時候，母親一個人把原來的茅草屋改建成堅固的房子，母

親為家庭付出的形象，在她的記憶中內化成女性為家庭付出的觀念。 

「她自己一個人搬石頭來砌牆，在草寮的後面空地，靠兩隻手，

蓋了一間房子，用石頭一顆一顆疊起來，用石灰一塊一塊粘起

來，我媽媽很厲害，我也不相信，我說一個女人怎麼有辦法？」 

 

另一個影響因素，則是來自於舊社會對女性的觀念。臨嫁前，這位外籍配偶的母親依照

社會傳統，對女兒耳提面命，要她遵守「三從四德」，再大的困難也要忍耐，不可以給娘家

丟臉。 

「她告訴我，當人家的媳婦，要遵守三從四德，就是結婚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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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好當人家的老婆，當一個好媽媽，做一個好媳婦，裡裡外外

都要做好，不要在外面讓人家說閒話，不可以去做一些違背門風

的事情……不可以讓父母在外面被人家瞧不起……她的要求就

是這樣子而已，希望我自己做好就好了！不要讓人家講東講

西…」 

 

婚後不管家裡發生大大小小的困難，這位外籍配偶結婚後一直遵循母親的教誨，忍氣吞

聲把問題扛在肩上，即便現實生活有很多的壓抑，也努力從電視談話節目，學習別人的經驗

調整自己的角色。 

從以上外配的生命歷程，我們看到性別的認同與價值觀，如何在文化脈絡下以及生命歷

程中被建構出來，女在日常生活中的操持，對家庭、社會具有相當重要的功能，雖然傳統社

會都以男性為主，但女性往往肩負一個家庭很多重要的責任，從做家事、育嬰、教養孩子等

日常生活瑣事，多數婦女從小被灌輸這種家庭觀念之外，婦女還必須遵循社會給予女性的道

德約束；這些社會賦予女性的責任與觀念建構出女性的行為特質，成為日後家庭生活的行為

模式，表現在媒介使用上也不例外。 

陸陸陸陸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從以上的分析討論歸納出，偏遠的農村聚落的閱聽人，相當依賴電視單一媒體，造成這

種結果的主要原因，在於城鄉之間發展的差距，加上有線電視平價的收費、豐富的內容，很

難不成為一般家庭的主要休閒娛樂。尤其對中低收入的家庭而言，電視是孩子陪伴寂寞的媒

介工具，提供大人 24小時新聞，全天候的連續劇和娛樂，最廉價的家庭休閒莫此為甚！ 

其次，電視是外籍配偶跨文化學習的重要媒介，電視節目提供她們娛樂之外，語言學習、

生活學習相當重要的工具；電視還能幫她們打開話題，讓外籍媳婦和婆婆互動，打破婆媳之

間的藩籬。這是電視在一般家庭所沒有的功能。 

這項研究也發現，和樂的共賞氣氛需要家長強烈的參與感；但這種參與感其實需要耐性

和學習，也很需要家庭成員之間建立規則共識和協商。但家庭參與往往受外在環境、個人心

理因素影響；勞動階層的家庭，因為工作時間長，家長參與家庭活動往往受到現實壓迫；但

有錢有閒的家長，也不盡然喜歡參與家庭活動，這往往和他的人格建構有因果關係。 

從閱聽人的口述歷史發現，性別認同是生命歷程中一連串的社會化過程，這些過程有些

來自父母親身教，有些來自社會價值體系，有些則是長輩的耳提面命；這些文化體系逐漸內

化成性別特質，並且依照這個價值體系表現行為特色與收視行為。 

另外，諸如家庭場域與性別、權力關係，Morley 在當年家庭與電視的研究中，已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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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明確和豐碩的結果，在外配家庭所觀察到的現象，也大多不出 Morley,的結論範疇，本

文礙於篇幅，僅此簡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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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閱聽人的性別認同與人格特質，找出收視行為之間的關連性，是本研究試圖發展的

方向，但每個閱聽人的生命歷程不同，能不能把兩者詮釋為必然關係，這個問題恐怕連心理

學家也很難給予肯定的答案，又豈是一篇小小的研究，就能完全釐清說明。其次，在實際的

田野調查中，男性研究者的身份，不容易探究出女性心底的想法，這也是研究上極難突破的

瓶頸，尤其對外籍配偶家庭而言，男女有別、家庭倫理的傳統觀念比一般家庭更根深蒂固，

這類家庭的女性也比較保守，如果訪談過程，沒有她能信任的人在場，受訪者就會顯得急促

不安；因此，諸如：房間內的電視收視觀察，或是下家庭主婦單獨在家時段的訪談，對男性

研究者而言，有性別上的訪談障礙與困難。 

研究過程中發現，即使偏鄉地區的外配家庭，電腦也已經悄悄的進駐，大部分的家長都

是因為孩子課業需求買電腦；訪談觀察中發現，有家長刻意把電腦放在客廳，因為他們已經

意識到必須和孩子建立電腦使用的協商關係。但電腦與電視這兩種媒介，在外籍配偶家庭當

中，使用上有什麼消長狀況？家長與孩子如何協商？在什麼情境使用電腦？有沒有性別上的

差異？本研究因為礙於時間與物力，並無法深入觀察探討，建議未來有心研究外籍配偶家庭

媒介使用者，可以深入探討這個面向。 

除了電腦之外，另外一項使用相當普及媒介則是行動電話，觀察鄉下地區因為幅員廣

大，不管上山工作或是外出打工或是接孩子上下課，外籍配偶幾乎人手一支行動電話，行動

電話已經成為外籍配偶相當重要的溝通工具，但有哪些社會因素、家庭因素影響這種媒介工

具的使用，也是未來值得觀察的議題。 

過去文本分析，一直以電視媒介做為解構社會系統、家庭內部互動的研究工具；在媒介

蓬勃發展的 21 世紀，未來以文本分析為理論基礎的研究者，如果能跨越電視媒體，或許能

讓文本分析的詮釋範圍更寬闊，理論基礎更趨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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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婚姻家庭是當前台灣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但有關在外籍配偶家庭中，電視媒介的

使用狀況卻仍蒙著一層面紗。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外籍配偶家庭日常生活與收看電視的

關連性，觀察收看情境中如何協商互動，並進一步探究其原因，找出建構這些行為模式的核心動

力。在觀點上，採行社會學的功能論、衝突論和符號互動理論三者交互並用，觀察電視在外配家

庭的功能，以及成員之間的互動模式，更深一層的詮釋意義，則擷取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將個

人生命歷程中的「銘記」，轉化為符號意義，對照受訪者當前的生活情境，找出關連性並加以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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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太太太太所持所持所持所持觀點的理由觀點的理由觀點的理由觀點的理由認為認為認為認為，，，，實際的家庭生活是瞬息萬變的實際的家庭生活是瞬息萬變的實際的家庭生活是瞬息萬變的實際的家庭生活是瞬息萬變的，，，，必須必須必須必須

採全面性的觀察採全面性的觀察採全面性的觀察採全面性的觀察，，，，一方面看出觀眾在收看一方面看出觀眾在收看一方面看出觀眾在收看一方面看出觀眾在收看同樣節目的時候同樣節目的時候同樣節目的時候同樣節目的時候，，，，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詮釋文本內容詮釋文本內容詮釋文本內容詮釋文本內容，，，，另一方面是他們在收看電視時另一方面是他們在收看電視時另一方面是他們在收看電視時另一方面是他們在收看電視時，，，，所牽涉到的家庭所牽涉到的家庭所牽涉到的家庭所牽涉到的家庭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所以所以所以所以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應該是家庭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應該是家庭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應該是家庭電視的基本消費單位應該是家庭，，，，而非個別的閱聽而非個別的閱聽而非個別的閱聽而非個別的閱聽

人人人人。。。。因此必須因此必須因此必須因此必須注意家庭個別成員在收看不同電視內容時注意家庭個別成員在收看不同電視內容時注意家庭個別成員在收看不同電視內容時注意家庭個別成員在收看不同電視內容時所產生的所產生的所產生的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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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景景景、、、、職業職業職業職業、、、、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經濟收入等等經濟收入等等經濟收入等等經濟收入等等，，，，都會和媒介訊息產生交互都會和媒介訊息產生交互都會和媒介訊息產生交互都會和媒介訊息產生交互



作用作用作用作用（（（（Morely,1992）；）；）；）；這種這種這種這種觀眾語文觀眾語文觀眾語文觀眾語文與文與文與文與文本內容產生展開對應本內容產生展開對應本內容產生展開對應本內容產生展開對應

的的的的例子例子例子例子，，，，每天晚上每天晚上每天晚上每天晚上在台灣政論在台灣政論在台灣政論在台灣政論 call in 節目節目節目節目也都可以看到鮮明的例也都可以看到鮮明的例也都可以看到鮮明的例也都可以看到鮮明的例

證證證證。。。。 

 

量化研究另一個問題量化研究另一個問題量化研究另一個問題量化研究另一個問題（「（「（「（「方法方法方法方法」」」」的批評應放在下一章的批評應放在下一章的批評應放在下一章的批評應放在下一章）））），，，，則是把則是把則是把則是把

家庭觀眾家庭觀眾家庭觀眾家庭觀眾做了理性做了理性做了理性做了理性假設假設假設假設，，，，但但但但在在在在現實現實現實現實家庭的生活脈絡中家庭的生活脈絡中家庭的生活脈絡中家庭的生活脈絡中，，，，人們也不人們也不人們也不人們也不

會會會會只只只只專注專注專注專注在在在在電視電視電視電視這一件事情上面這一件事情上面這一件事情上面這一件事情上面，，，，在這活動的同時在這活動的同時在這活動的同時在這活動的同時，，，，往往往往往往往往交雜著交雜著交雜著交雜著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事情同時在進行事情同時在進行事情同時在進行事情同時在進行，，，，這情況正有如這情況正有如這情況正有如這情況正有如孫曼蘋孫曼蘋孫曼蘋孫曼蘋（）（）（）（）所觀察到的所觀察到的所觀察到的所觀察到的，，，，在在在在

看電視的情境中看電視的情境中看電視的情境中看電視的情境中，，，，媽媽還一方面忙著幫家人準備水果媽媽還一方面忙著幫家人準備水果媽媽還一方面忙著幫家人準備水果媽媽還一方面忙著幫家人準備水果。。。。這種互動這種互動這種互動這種互動

方式其實隱含著方式其實隱含著方式其實隱含著方式其實隱含著另一種動機另一種動機另一種動機另一種動機，，，，雖然量化的雖然量化的雖然量化的雖然量化的調查並沒有進一步指出調查並沒有進一步指出調查並沒有進一步指出調查並沒有進一步指出

母親為家人準備水果的用意母親為家人準備水果的用意母親為家人準備水果的用意母親為家人準備水果的用意，，，，但但但但以以以以常理常理常理常理推測推測推測推測，，，，不難想到媽媽希望不難想到媽媽希望不難想到媽媽希望不難想到媽媽希望

藉著看電視的時機藉著看電視的時機藉著看電視的時機藉著看電視的時機，，，，讓家人氣氛更融洽讓家人氣氛更融洽讓家人氣氛更融洽讓家人氣氛更融洽。。。。其實很多傳播學者其實很多傳播學者其實很多傳播學者其實很多傳播學者，，，，早早早早

已經已經已經已經注意到每個行為模式背後的動機問題注意到每個行為模式背後的動機問題注意到每個行為模式背後的動機問題注意到每個行為模式背後的動機問題，，，，孫曼蘋孫曼蘋孫曼蘋孫曼蘋觀察到現象和觀察到現象和觀察到現象和觀察到現象和

bBausinger 所觀察到的例子所觀察到的例子所觀察到的例子所觀察到的例子很類似很類似很類似很類似，，，，他他他他她她她她舉出一個母親對足球完舉出一個母親對足球完舉出一個母親對足球完舉出一個母親對足球完

全沒興趣全沒興趣全沒興趣全沒興趣，，，，但她卻整晚陪著兒子一起看足球但她卻整晚陪著兒子一起看足球但她卻整晚陪著兒子一起看足球但她卻整晚陪著兒子一起看足球，，，，還表現出興致勃勃還表現出興致勃勃還表現出興致勃勃還表現出興致勃勃

的樣子聽他的樣子聽他的樣子聽他的樣子聽他兒子兒子兒子兒子長篇大論的長篇大論的長篇大論的長篇大論的球評球評球評球評，，，，bBausinger 進一步指出進一步指出進一步指出進一步指出，，，，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其實其實其實其實並不是在看電視並不是在看電視並不是在看電視並不是在看電視，，，，而是希望透過電視而是希望透過電視而是希望透過電視而是希望透過電視多陪陪兒子多陪陪兒子多陪陪兒子多陪陪兒子，，，，增增增增

加家庭互動加家庭互動加家庭互動加家庭互動（（（（bBausinger,. 1984）。）。）。）。但這類的家庭互動關係與行但這類的家庭互動關係與行但這類的家庭互動關係與行但這類的家庭互動關係與行

為模式為模式為模式為模式，，，，是必須透過進一步的觀察與訪談才能解釋其意義是必須透過進一步的觀察與訪談才能解釋其意義是必須透過進一步的觀察與訪談才能解釋其意義是必須透過進一步的觀察與訪談才能解釋其意義。。。。也就也就也就也就



是是是是 Not clear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觀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生活脈絡觀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生活脈絡觀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生活脈絡觀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生活脈絡，，，，（（（（1986））））採取的研究方式採取的研究方式採取的研究方式採取的研究方式，，，，

是從性別是從性別是從性別是從性別、、、、權力的觀點切入權力的觀點切入權力的觀點切入權力的觀點切入，，，，他認為觀察一個家庭的活動之前他認為觀察一個家庭的活動之前他認為觀察一個家庭的活動之前他認為觀察一個家庭的活動之前，，，，

基本上要先找出基本上要先找出基本上要先找出基本上要先找出每個成員不同的權力地位每個成員不同的權力地位每個成員不同的權力地位每個成員不同的權力地位，，，，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主要經濟收入者主要經濟收入者主要經濟收入者主要經濟收入者，，，，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家庭成員的地位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家庭成員的地位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家庭成員的地位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家庭成員的地位。。。。這些權力這些權力這些權力這些權力

關係都會牽動著家庭的收視行為關係都會牽動著家庭的收視行為關係都會牽動著家庭的收視行為關係都會牽動著家庭的收視行為。。。。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男性通常掌握了家中的男性通常掌握了家中的男性通常掌握了家中的男性通常掌握了家中的

電視遙控器電視遙控器電視遙控器電視遙控器，，，，遙控器就如同家中權力的符號象徵遙控器就如同家中權力的符號象徵遙控器就如同家中權力的符號象徵遙控器就如同家中權力的符號象徵，，，，男主人通常可男主人通常可男主人通常可男主人通常可

以坐在沙發上以坐在沙發上以坐在沙發上以坐在沙發上，，，，手握遙控器依照自己的喜好隨機轉台手握遙控器依照自己的喜好隨機轉台手握遙控器依照自己的喜好隨機轉台手握遙控器依照自己的喜好隨機轉台，，，，不顧一旁不顧一旁不顧一旁不顧一旁

的太太或子女的太太或子女的太太或子女的太太或子女，，，，雖然太太心理覺得不舒服雖然太太心理覺得不舒服雖然太太心理覺得不舒服雖然太太心理覺得不舒服，，，，但通但通但通但通常也只能任由先常也只能任由先常也只能任由先常也只能任由先

生這做生這做生這做生這做。。。。在性別與電視的使用行為上在性別與電視的使用行為上在性別與電視的使用行為上在性別與電視的使用行為上，，，，過去的許多研究指出過去的許多研究指出過去的許多研究指出過去的許多研究指出

(sources?)，，，，男性表現出喜歡運動節目男性表現出喜歡運動節目男性表現出喜歡運動節目男性表現出喜歡運動節目、、、、新聞新聞新聞新聞、、、、影片類型節目影片類型節目影片類型節目影片類型節目，，，，

有些男性觀眾有些男性觀眾有些男性觀眾有些男性觀眾，，，，會預先翻閱報紙上的電視節目表會預先翻閱報紙上的電視節目表會預先翻閱報紙上的電視節目表會預先翻閱報紙上的電視節目表，，，，圈選出想看的圈選出想看的圈選出想看的圈選出想看的

節目節目節目節目，，，，如果節目時間相衝突如果節目時間相衝突如果節目時間相衝突如果節目時間相衝突，，，，會利用錄放影機會利用錄放影機會利用錄放影機會利用錄放影機測錄測錄測錄測錄節目節目節目節目找時間再找時間再找時間再找時間再

看看看看；「；「；「；「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時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是相當專注的時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是相當專注的時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是相當專注的時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是相當專注的，，，，他們目不轉他們目不轉他們目不轉他們目不轉

睛的注視著電視螢光幕睛的注視著電視螢光幕睛的注視著電視螢光幕睛的注視著電視螢光幕，，，，唯恐錯過任何一個精彩鏡頭或重要片唯恐錯過任何一個精彩鏡頭或重要片唯恐錯過任何一個精彩鏡頭或重要片唯恐錯過任何一個精彩鏡頭或重要片

段段段段，，，，專注的程度是不容許受到干擾專注的程度是不容許受到干擾專注的程度是不容許受到干擾專注的程度是不容許受到干擾，，，，例如太太在一旁談話或聊例如太太在一旁談話或聊例如太太在一旁談話或聊例如太太在一旁談話或聊

天天天天，，，，往往會被先生口頭制止或往往會被先生口頭制止或往往會被先生口頭制止或往往會被先生口頭制止或被被被被「「「「請請請請」」」」到別的地方到別的地方到別的地方到別的地方。。。。 



 

但女性的收看情境卻但女性的收看情境卻但女性的收看情境卻但女性的收看情境卻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女性在收看電視的同時女性在收看電視的同時女性在收看電視的同時女性在收看電視的同時，，，，手手手手

邊往往邊往往邊往往邊往往伴隨著伴隨著伴隨著伴隨著許多家事要做許多家事要做許多家事要做許多家事要做，，，，再不然就是邊看電視邊與人聊天再不然就是邊看電視邊與人聊天再不然就是邊看電視邊與人聊天再不然就是邊看電視邊與人聊天；；；；

她們並不容易好好的靜下心思看一齣影片或一個節目她們並不容易好好的靜下心思看一齣影片或一個節目她們並不容易好好的靜下心思看一齣影片或一個節目她們並不容易好好的靜下心思看一齣影片或一個節目，，，，在她們觀在她們觀在她們觀在她們觀

念裡念裡念裡念裡，，，，光光光光「「「「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這件事情這件事情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實在太浪費時間實在太浪費時間實在太浪費時間實在太浪費時間，，，，所以手邊都會有所以手邊都會有所以手邊都會有所以手邊都會有

些工作同時在進行些工作同時在進行些工作同時在進行些工作同時在進行，，，，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打毛線打毛線打毛線打毛線、、、、燙衣服或其他瑣碎的家務事燙衣服或其他瑣碎的家務事燙衣服或其他瑣碎的家務事燙衣服或其他瑣碎的家務事

(sources?)。。。。Morley 曾反問過曾反問過曾反問過曾反問過一些一些一些一些但在男性但在男性但在男性但在男性，，，，對女性這種對女性這種對女性這種對女性這種看來看來看來看來，，，，

女性邊看電視邊聊天或做其他事情女性邊看電視邊聊天或做其他事情女性邊看電視邊聊天或做其他事情女性邊看電視邊聊天或做其他事情「「「「邊看電視邊聊天或做其他事邊看電視邊聊天或做其他事邊看電視邊聊天或做其他事邊看電視邊聊天或做其他事

情情情情」」」」的的的的觀看觀看觀看觀看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多數的男性多數的男性多數的男性多數的男性這種觀看行為這種觀看行為這種觀看行為這種觀看行為都認為都認為都認為都認為，，，，簡直是不可簡直是不可簡直是不可簡直是不可

思議思議思議思議！！！！ 

  

男性和女性收看電視的行為與態度雖然不一樣男性和女性收看電視的行為與態度雖然不一樣男性和女性收看電視的行為與態度雖然不一樣男性和女性收看電視的行為與態度雖然不一樣，，，，但但但但（（（（1992））））認為認為認為認為，，，，

這並不能夠表示這並不能夠表示這並不能夠表示這並不能夠表示「「「「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展現在展現在展現在展現在收視行為的收視行為的收視行為的收視行為的「「「「特質特質特質特質」。」。」。」。依照依照依照依照《《《《家家家家

庭電視庭電視庭電視庭電視》》》》研究進行的研究進行的研究進行的研究進行的當時當時當時當時（（（（1986），），），），英國社會的男女關係英國社會的男女關係英國社會的男女關係英國社會的男女關係仍是一仍是一仍是一仍是一

個以父權為主導的社會個以父權為主導的社會個以父權為主導的社會個以父權為主導的社會，，，，男性除了在他職場上班的工作時間男性除了在他職場上班的工作時間男性除了在他職場上班的工作時間男性除了在他職場上班的工作時間，，，，回回回回

到家中很自然的把家裡當成是一個自我放鬆心情到家中很自然的把家裡當成是一個自我放鬆心情到家中很自然的把家裡當成是一個自我放鬆心情到家中很自然的把家裡當成是一個自我放鬆心情、、、、休閒的地方休閒的地方休閒的地方休閒的地方；；；；

但女性不管是家庭主婦或是職業婦女但女性不管是家庭主婦或是職業婦女但女性不管是家庭主婦或是職業婦女但女性不管是家庭主婦或是職業婦女，，，，回到家中依然把家務事當回到家中依然把家務事當回到家中依然把家務事當回到家中依然把家務事當

成是自己分內的工作成是自己分內的工作成是自己分內的工作成是自己分內的工作，，，，即使在看電視時即使在看電視時即使在看電視時即使在看電視時，，，，也是盡量把握時間兼做也是盡量把握時間兼做也是盡量把握時間兼做也是盡量把握時間兼做

其他的工作其他的工作其他的工作其他的工作。。。。所以這種所以這種所以這種所以這種「「「「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的性別差異的性別差異的性別差異的性別差異，，，，並不能夠並不能夠並不能夠並不能夠用性別用性別用性別用性別



單純的單純的單純的單純的以以以以二分二分二分二分法將它法將它法將它法將它視為視為視為視為為為為為男性女性的行為特質男性女性的行為特質男性女性的行為特質男性女性的行為特質。。。。而是從社會的而是從社會的而是從社會的而是從社會的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觀念觀念觀念觀念、、、、價值中所價值中所價值中所價值中所建構出的性別認同建構出的性別認同建構出的性別認同建構出的性別認同。。。。 

 

（（（（1986））））觀察到男女收看電視的行為觀察到男女收看電視的行為觀察到男女收看電視的行為觀察到男女收看電視的行為，，，，除了受到除了受到除了受到除了受到家庭地位和社會家庭地位和社會家庭地位和社會家庭地位和社會

框架的影響之外框架的影響之外框架的影響之外框架的影響之外，，，，和家庭經濟的主導權也有很深的關連和家庭經濟的主導權也有很深的關連和家庭經濟的主導權也有很深的關連和家庭經濟的主導權也有很深的關連。。。。傳統傳統傳統傳統

上上上上，，，，家庭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於男主人的工作收入家庭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於男主人的工作收入家庭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於男主人的工作收入家庭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於男主人的工作收入，，，，通常通常通常通常家庭經家庭經家庭經家庭經

濟的來源者濟的來源者濟的來源者濟的來源者，，，，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的成為家庭權力的主導者的成為家庭權力的主導者的成為家庭權力的主導者的成為家庭權力的主導者；；；；沒有主詞沒有主詞沒有主詞沒有主詞？？？？表現表現表現表現

在收看電視的行為特徵在收看電視的行為特徵在收看電視的行為特徵在收看電視的行為特徵上上上上，，，，就如同把遙控器掌握在手中就如同把遙控器掌握在手中就如同把遙控器掌握在手中就如同把遙控器掌握在手中，，，，或是當或是當或是當或是當

家人看電視家人看電視家人看電視家人看電視「「「「擺不平擺不平擺不平擺不平」」」」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擔任仲裁者的角色擔任仲裁者的角色擔任仲裁者的角色擔任仲裁者的角色，，，，或是依照自或是依照自或是依照自或是依照自

己看電視的己看電視的己看電視的己看電視的「「「「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但一旦男主人失業或失去家庭經但一旦男主人失業或失去家庭經但一旦男主人失業或失去家庭經但一旦男主人失業或失去家庭經

濟的主導地位濟的主導地位濟的主導地位濟的主導地位，，，，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也也也也會有所改變會有所改變會有所改變會有所改變，，，，失業男子因為失業男子因為失業男子因為失業男子因為

閒賦在家的時間很有彈性閒賦在家的時間很有彈性閒賦在家的時間很有彈性閒賦在家的時間很有彈性，，，，所以願意騰出主要的時間給家人看電所以願意騰出主要的時間給家人看電所以願意騰出主要的時間給家人看電所以願意騰出主要的時間給家人看電

視視視視，，，，他則利用大家上班上課的時間看預錄節目他則利用大家上班上課的時間看預錄節目他則利用大家上班上課的時間看預錄節目他則利用大家上班上課的時間看預錄節目，，，，在在在在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生活生活生活生活中也中也中也中也

表現得比較願意分擔其他家庭工作表現得比較願意分擔其他家庭工作表現得比較願意分擔其他家庭工作表現得比較願意分擔其他家庭工作。。。。 

 

從從從從內政部兒童局所做的一項內政部兒童局所做的一項內政部兒童局所做的一項內政部兒童局所做的一項「「「「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兒童生活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兒童生活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兒童生活東南亞外籍配偶家庭兒童生活

狀況之研究狀況之研究狀況之研究狀況之研究」」」」發現發現發現發現，，，，外籍母親和子女最常做的三件事情外籍母親和子女最常做的三件事情外籍母親和子女最常做的三件事情外籍母親和子女最常做的三件事情，，，，依序是依序是依序是依序是：：：：

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聊天聊天聊天聊天、、、、做功課做功課做功課做功課（（（（許雅惠許雅惠許雅惠許雅惠，，，，2004）。）。）。）。這項研究更進一步指這項研究更進一步指這項研究更進一步指這項研究更進一步指



出出出出，，，，看電視不僅是外籍配偶家庭當中的重要活動看電視不僅是外籍配偶家庭當中的重要活動看電視不僅是外籍配偶家庭當中的重要活動看電視不僅是外籍配偶家庭當中的重要活動，，，，也是親子之間也是親子之間也是親子之間也是親子之間

重要的溝通媒介重要的溝通媒介重要的溝通媒介重要的溝通媒介。。。。 

 

家庭是電視使用最頻繁的場域家庭是電視使用最頻繁的場域家庭是電視使用最頻繁的場域家庭是電視使用最頻繁的場域，，，，家庭媒介的使用往往也受到其生家庭媒介的使用往往也受到其生家庭媒介的使用往往也受到其生家庭媒介的使用往往也受到其生

活脈絡的影響活脈絡的影響活脈絡的影響活脈絡的影響，，，，從最表層的休閒娛樂從最表層的休閒娛樂從最表層的休閒娛樂從最表層的休閒娛樂、、、、到社會背景到社會背景到社會背景到社會背景、、、、個人心理層個人心理層個人心理層個人心理層

面的投射都和生活架構息息相關面的投射都和生活架構息息相關面的投射都和生活架構息息相關面的投射都和生活架構息息相關，，，，人們最常在家裡看電視人們最常在家裡看電視人們最常在家裡看電視人們最常在家裡看電視，，，，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選擇與使用這些訊息的過程選擇與使用這些訊息的過程選擇與使用這些訊息的過程選擇與使用這些訊息的過程，，，，必然受制於這個環境所發生的各種必然受制於這個環境所發生的各種必然受制於這個環境所發生的各種必然受制於這個環境所發生的各種

狀狀狀狀況況況況（（（（Morley, 1995））））。。。。有學者認為有學者認為有學者認為有學者認為，，，，在所有形式的社會訊息交在所有形式的社會訊息交在所有形式的社會訊息交在所有形式的社會訊息交

換 中換 中換 中換 中 ，，，， 性 別性 別性 別性 別 、、、、 種 族種 族種 族種 族 、、、、 階 級 是 永 遠 存 在 的 議 題階 級 是 永 遠 存 在 的 議 題階 級 是 永 遠 存 在 的 議 題階 級 是 永 遠 存 在 的 議 題 (West & 

Fenstermarker,1995)，，，，(sources?) 

 

下下下下邏輯有問題邏輯有問題邏輯有問題邏輯有問題夏曉鵑夏曉鵑夏曉鵑夏曉鵑如何產生人際互動如何產生人際互動如何產生人際互動如何產生人際互動到社會文化系統到社會文化系統到社會文化系統到社會文化系統、、、、家庭內家庭內家庭內家庭內

部性別部性別部性別部性別、、、、權力權力權力權力邏邏邏邏輯推論很奇怪輯推論很奇怪輯推論很奇怪輯推論很奇怪！？！？！？！？ 

每節尾應有一段小結論每節尾應有一段小結論每節尾應有一段小結論每節尾應有一段小結論 

Morley 論述太多太長論述太多太長論述太多太長論述太多太長，，，，why？？？？ 

文獻多只限於書籍文獻多只限於書籍文獻多只限於書籍文獻多只限於書籍，，，，沒有期刊沒有期刊沒有期刊沒有期刊？？？？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update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研究論述研究論述研究論述研究論述？？？？ 

看完後仍看完後仍看完後仍看完後仍不清楚焦點為何不清楚焦點為何不清楚焦點為何不清楚焦點為何？？？？這一章節應是本研究重點這一章節應是本研究重點這一章節應是本研究重點這一章節應是本研究重點，，，，要多費心要多費心要多費心要多費心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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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需要轉接句或段。忽然出現南投縣？Why it?與前述有何關連？ 

南投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縣，人口並不多。；根據縣政府社會局的統計，南投縣的總人口數

大約有 535,485人，男性人口數 277,847人，女性 257,683人，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 2 萬多人，尤

其農業型的鄉鎮男女比例更為懸殊；這種現象在國姓鄉、水里鄉、中寮鄉等幾個鄉鎮特別顯著（南

投縣政府民政局，2007）；這種情況促使外籍配偶人數不斷增加，目前南投縣的外籍配偶人數已超

過七千人，佔全縣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一點三，比率已經不低，如果以家庭戶數分析，外籍配偶家

庭已接近總戶數的百分之五，幾乎二十個家庭便有一個家庭有外籍配偶（曾立，2006）。應倒敘，

先述國姓的外籍配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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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顧找出其中關聯並媒介使用與生活環境研究困難研究困難研究困難研究困難、、、、侷限等侷限等侷限等侷限等，，，，應放在最後一章討論應放在最後一章討論應放在最後一章討論應放在最後一章討論觀察受

訪者卻未必能傾向社工員相當研究者與社工員的信任基礎。，。，也就是受訪者與研究者之間已

存在著不同位階的不對等關係。因但即使在量化調查的過程中也同樣會遭遇這類問題，適度的回

饋，例如附上回郵、感謝函、小禮物等方式，都有助於調查的進行。研究者期訪談 

。沒有先引介？，。核心家庭指出的和家庭與行為模式媒介使用經驗 

第五節  訪談 

建議以下段落移到建議以下段落移到建議以下段落移到建議以下段落移到「「「「方法方法方法方法」」」」篇篇篇篇 

但即使訪談範圍縮小為國姓鄉港源村的外籍配偶家庭但即使訪談範圍縮小為國姓鄉港源村的外籍配偶家庭但即使訪談範圍縮小為國姓鄉港源村的外籍配偶家庭但即使訪談範圍縮小為國姓鄉港源村的外籍配偶家庭，，，，在實在實在實在實

際訪查上仍然遭遇許多困難際訪查上仍然遭遇許多困難際訪查上仍然遭遇許多困難際訪查上仍然遭遇許多困難，，，，研究初期研究初期研究初期研究初期係係係係透過種種關係透過種種關係透過種種關係透過種種關係，，，，先先先先

認識南投家扶中心主任認識南投家扶中心主任認識南投家扶中心主任認識南投家扶中心主任，，，，透過採訪工作之便和中心主任建立透過採訪工作之便和中心主任建立透過採訪工作之便和中心主任建立透過採訪工作之便和中心主任建立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但這種因為工作之便但這種因為工作之便但這種因為工作之便但這種因為工作之便，，，，以及經由單位主管引見的關以及經由單位主管引見的關以及經由單位主管引見的關以及經由單位主管引見的關



係係係係，，，，仍無法取得社工員的信賴仍無法取得社工員的信賴仍無法取得社工員的信賴仍無法取得社工員的信賴；；；；社工員因為長期社工員因為長期社工員因為長期社工員因為長期從事從事從事從事輔導輔導輔導輔導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已經和輔導對象已經和輔導對象已經和輔導對象已經和輔導對象建立互信的建立互信的建立互信的建立互信的情誼情誼情誼情誼關係關係關係關係，，，，立場也趨於保護立場也趨於保護立場也趨於保護立場也趨於保護

這些家庭這些家庭這些家庭這些家庭；；；；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即使即使即使即使是是是是經由經由經由經由主管引見的人際關係主管引見的人際關係主管引見的人際關係主管引見的人際關係，，，，剛開始剛開始剛開始剛開始

仍對研究者仍對研究者仍對研究者仍對研究者仍仍仍仍具有排斥性具有排斥性具有排斥性具有排斥性，，，，認為這是研究者對認為這是研究者對認為這是研究者對認為這是研究者對「「「「他們他們他們他們的的的的」」」」個個個個

案的一種剝削案的一種剝削案的一種剝削案的一種剝削，，，，這種成見不容易打破這種成見不容易打破這種成見不容易打破這種成見不容易打破，，，，研究者必須做出適度研究者必須做出適度研究者必須做出適度研究者必須做出適度

的回饋的回饋的回饋的回饋，，，，這種對立關係直到研究者主動加入家扶中心捐款這種對立關係直到研究者主動加入家扶中心捐款這種對立關係直到研究者主動加入家扶中心捐款這種對立關係直到研究者主動加入家扶中心捐款

人人人人，，，，每月固定捐助弱勢家庭每月固定捐助弱勢家庭每月固定捐助弱勢家庭每月固定捐助弱勢家庭，，，，才逐步消除社工員的疑慮才逐步消除社工員的疑慮才逐步消除社工員的疑慮才逐步消除社工員的疑慮。。。。(（（（（是是是是

否太過功利了否太過功利了否太過功利了否太過功利了？）？）？）？）) 

雖然有社工員的引見雖然有社工員的引見雖然有社工員的引見雖然有社工員的引見，，，，但與訪談個案如何建立關係仍是困難但與訪談個案如何建立關係仍是困難但與訪談個案如何建立關係仍是困難但與訪談個案如何建立關係仍是困難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做這種研究要做什麼做這種研究要做什麼做這種研究要做什麼做這種研究要做什麼？」？」？」？」幾乎是每踏入一個家庭所幾乎是每踏入一個家庭所幾乎是每踏入一個家庭所幾乎是每踏入一個家庭所

必須面對的必須面對的必須面對的必須面對的疑惑疑惑疑惑疑惑，，，，謝國雄謝國雄謝國雄謝國雄以他多年的田野調查經驗以他多年的田野調查經驗以他多年的田野調查經驗以他多年的田野調查經驗（（（（1997））））

指出指出指出指出，，，，這種疑惑這種疑惑這種疑惑這種疑惑反映了被研究者心目中的社會分工和社會階反映了被研究者心目中的社會分工和社會階反映了被研究者心目中的社會分工和社會階反映了被研究者心目中的社會分工和社會階

級級級級。。。。他認為他認為他認為他認為，，，，田野調查接觸受訪對象的第一個難題田野調查接觸受訪對象的第一個難題田野調查接觸受訪對象的第一個難題田野調查接觸受訪對象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如如如如

何何何何向受訪者解釋解釋研究的目的向受訪者解釋解釋研究的目的向受訪者解釋解釋研究的目的向受訪者解釋解釋研究的目的，，，，因為在這個互動關係的背因為在這個互動關係的背因為在這個互動關係的背因為在這個互動關係的背

後後後後，，，，已經安插了一個已經安插了一個已經安插了一個已經安插了一個「「「「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的角色的角色的角色的角色，，，，對被研究對象而言對被研究對象而言對被研究對象而言對被研究對象而言，，，，

自然會產生一個自然會產生一個自然會產生一個自然會產生一個現實現實現實現實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這個研究對他有什麼這個研究對他有什麼這個研究對他有什麼這個研究對他有什麼利利利利

弊弊弊弊？」；？」；？」；？」；因此該不該回饋給受訪者因此該不該回饋給受訪者因此該不該回饋給受訪者因此該不該回饋給受訪者，，，，成為從事田野調查工作成為從事田野調查工作成為從事田野調查工作成為從事田野調查工作

所遭遇的困擾所遭遇的困擾所遭遇的困擾所遭遇的困擾。。。。為了順利進行研究工作為了順利進行研究工作為了順利進行研究工作為了順利進行研究工作，，，，本研究採取適度回本研究採取適度回本研究採取適度回本研究採取適度回

饋的方式饋的方式饋的方式饋的方式，，，，從初次訪問的幾次經驗中發現從初次訪問的幾次經驗中發現從初次訪問的幾次經驗中發現從初次訪問的幾次經驗中發現，，，，準備一點孩子的準備一點孩子的準備一點孩子的準備一點孩子的



學用品作為學用品作為學用品作為學用品作為拜訪拜訪拜訪拜訪的的的的小禮物小禮物小禮物小禮物，，，，既符合台灣社會的人情世故既符合台灣社會的人情世故既符合台灣社會的人情世故既符合台灣社會的人情世故，，，，也也也也

可適度的消除受訪者的疑慮可適度的消除受訪者的疑慮可適度的消除受訪者的疑慮可適度的消除受訪者的疑慮，，，，對日後建立互動關係也對日後建立互動關係也對日後建立互動關係也對日後建立互動關係也有很大有很大有很大有很大

幫助幫助幫助幫助。。。。 

 

研究初期研究初期研究初期研究初期，，，，選定個案的工作極為困難選定個案的工作極為困難選定個案的工作極為困難選定個案的工作極為困難，，，，剛開始雖然選定剛開始雖然選定剛開始雖然選定剛開始雖然選定 15

個訪談對象個訪談對象個訪談對象個訪談對象，，，，但其中三個家庭經過初步拜訪之後但其中三個家庭經過初步拜訪之後但其中三個家庭經過初步拜訪之後但其中三個家庭經過初步拜訪之後，，，，發現家庭發現家庭發現家庭發現家庭

子女太小子女太小子女太小子女太小，，，，或外或外或外或外籍配偶本身不看電視而放棄籍配偶本身不看電視而放棄籍配偶本身不看電視而放棄籍配偶本身不看電視而放棄；；；；最後最後最後最後挑選挑選挑選挑選 12

個外籍配偶家庭個外籍配偶家庭個外籍配偶家庭個外籍配偶家庭，，，，就家庭組織而言就家庭組織而言就家庭組織而言就家庭組織而言，，，，涵蓋親子兩代涵蓋親子兩代涵蓋親子兩代涵蓋親子兩代、、、、三代同三代同三代同三代同

堂堂堂堂和延伸家庭三和延伸家庭三和延伸家庭三和延伸家庭三種不同類型家庭種不同類型家庭種不同類型家庭種不同類型家庭，，，，尤其台灣鄉間受傳統大家尤其台灣鄉間受傳統大家尤其台灣鄉間受傳統大家尤其台灣鄉間受傳統大家

庭觀念影響較深庭觀念影響較深庭觀念影響較深庭觀念影響較深，，，，三代同堂的家庭仍相當普遍三代同堂的家庭仍相當普遍三代同堂的家庭仍相當普遍三代同堂的家庭仍相當普遍，，，，這類家庭與這類家庭與這類家庭與這類家庭與

西方文化研究的兩代個案略有不同西方文化研究的兩代個案略有不同西方文化研究的兩代個案略有不同西方文化研究的兩代個案略有不同，，，，可提供不同的觀察面可提供不同的觀察面可提供不同的觀察面可提供不同的觀察面

向向向向。。。。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就家庭男主人的職業別而言就家庭男主人的職業別而言就家庭男主人的職業別而言就家庭男主人的職業別而言，，，，包含了勞工家庭包含了勞工家庭包含了勞工家庭包含了勞工家庭、、、、

典型農家典型農家典型農家典型農家、、、、和飲食店業者以及畜牧和飲食店業者以及畜牧和飲食店業者以及畜牧和飲食店業者以及畜牧農農農農，，，，但整體而言但整體而言但整體而言但整體而言，，，，仍以勞仍以勞仍以勞仍以勞

動階層的家庭佔大部分動階層的家庭佔大部分動階層的家庭佔大部分動階層的家庭佔大部分。。。。 

 

初次的聯繫與拜訪初次的聯繫與拜訪初次的聯繫與拜訪初次的聯繫與拜訪，，，，倚賴倚賴倚賴倚賴家扶中心家扶中心家扶中心家扶中心社工員社工員社工員社工員帶領帶領帶領帶領，，，，尤其尤其尤其尤其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

登門登門登門登門拜訪拜訪拜訪拜訪，，，，女性受訪者女性受訪者女性受訪者女性受訪者大多大多大多大多存有疑慮存有疑慮存有疑慮存有疑慮，，，，或顧忌其他家人的想或顧忌其他家人的想或顧忌其他家人的想或顧忌其他家人的想

法法法法，，，，通常會顯得不自在通常會顯得不自在通常會顯得不自在通常會顯得不自在，，，，尤其以先生不尤其以先生不尤其以先生不尤其以先生不在家的外籍在家的外籍在家的外籍在家的外籍配偶配偶配偶配偶，，，，和和和和



三代同堂的家庭比較明顯三代同堂的家庭比較明顯三代同堂的家庭比較明顯三代同堂的家庭比較明顯。。。。遇到這種研究困境遇到這種研究困境遇到這種研究困境遇到這種研究困境，，，，必有依賴社必有依賴社必有依賴社必有依賴社

工員協助說明來意工員協助說明來意工員協助說明來意工員協助說明來意，，，，才能化解受訪者心中疑慮才能化解受訪者心中疑慮才能化解受訪者心中疑慮才能化解受訪者心中疑慮。。。。 

首次的登門拜訪首次的登門拜訪首次的登門拜訪首次的登門拜訪，，，，大多大多大多大多只只只只能能能能簡單簡單簡單簡單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以以以以消除受訪消除受訪消除受訪消除受訪

者的疑慮者的疑慮者的疑慮者的疑慮；；；；謝國雄謝國雄謝國雄謝國雄（（（（1997））））指出指出指出指出，「，「，「，「言淺不言深言淺不言深言淺不言深言淺不言深」」」」這是社會這是社會這是社會這是社會

互動的基本法則互動的基本法則互動的基本法則互動的基本法則。。。。在彼此尚未建立信任關係之前在彼此尚未建立信任關係之前在彼此尚未建立信任關係之前在彼此尚未建立信任關係之前，，，，是很難獲是很難獲是很難獲是很難獲

得深入資料得深入資料得深入資料得深入資料；；；；因此談話的時間因此談話的時間因此談話的時間因此談話的時間、、、、內容都必須拿捏內容都必須拿捏內容都必須拿捏內容都必須拿捏，，，，但仍須盡但仍須盡但仍須盡但仍須盡

力從簡短的力從簡短的力從簡短的力從簡短的社交性的交談中社交性的交談中社交性的交談中社交性的交談中，，，，蒐集蒐集蒐集蒐集家庭背景家庭背景家庭背景家庭背景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成員成員成員成員、、、、職職職職

業以及家庭業以及家庭業以及家庭業以及家庭作息作息作息作息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並從這些資料中並從這些資料中並從這些資料中並從這些資料中，，，，擬定下次訪談內容擬定下次訪談內容擬定下次訪談內容擬定下次訪談內容

以及約定下次訪談時間以及約定下次訪談時間以及約定下次訪談時間以及約定下次訪談時間。。。。 

由於每個家庭的作息時間和生活習性不同由於每個家庭的作息時間和生活習性不同由於每個家庭的作息時間和生活習性不同由於每個家庭的作息時間和生活習性不同，，，，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必須慎重的必須慎重的必須慎重的必須慎重的

挑選訪挑選訪挑選訪挑選訪談時間與觀察重點談時間與觀察重點談時間與觀察重點談時間與觀察重點，，，，這其中包括受訪者能明白指出的這其中包括受訪者能明白指出的這其中包括受訪者能明白指出的這其中包括受訪者能明白指出的

生活習慣和作息生活習慣和作息生活習慣和作息生活習慣和作息，，，，以及更進一步的所能自我意識的管理規以及更進一步的所能自我意識的管理規以及更進一步的所能自我意識的管理規以及更進一步的所能自我意識的管理規

則則則則：：：：另一部份則是受訪者不容易自我清楚意識到的層次另一部份則是受訪者不容易自我清楚意識到的層次另一部份則是受訪者不容易自我清楚意識到的層次另一部份則是受訪者不容易自我清楚意識到的層次，，，，必必必必

須透過觀察方式須透過觀察方式須透過觀察方式須透過觀察方式，，，，詮釋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方式詮釋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方式詮釋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方式詮釋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方式，，，，客廳擺客廳擺客廳擺客廳擺

設設設設，，，，媒體的空間安排媒體的空間安排媒體的空間安排媒體的空間安排，，，，所產生的意義所產生的意義所產生的意義所產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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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從過去從過去從過去電視與家庭的文獻探討中電視與家庭的文獻探討中電視與家庭的文獻探討中電視與家庭的文獻探討中，，，，我們已經得知電視是我們已經得知電視是我們已經得知電視是我們已經得知電視是

家庭式互動家庭式互動家庭式互動家庭式互動的重要休閒媒介的重要休閒媒介的重要休閒媒介的重要休閒媒介，，，，電視可以拉近家庭成員之間的電視可以拉近家庭成員之間的電視可以拉近家庭成員之間的電視可以拉近家庭成員之間的

情感情感情感情感，，，，經常全家一起看電視的家庭經常全家一起看電視的家庭經常全家一起看電視的家庭經常全家一起看電視的家庭，，，，家人的感情會更緊密家人的感情會更緊密家人的感情會更緊密家人的感情會更緊密，，，，

也比較容易共同參與其他的家庭活動也比較容易共同參與其他的家庭活動也比較容易共同參與其他的家庭活動也比較容易共同參與其他的家庭活動。。。。即使家中的成員沒有即使家中的成員沒有即使家中的成員沒有即使家中的成員沒有

一起看同樣的電視節目一起看同樣的電視節目一起看同樣的電視節目一起看同樣的電視節目，，，，透過事後的分享和經驗交換透過事後的分享和經驗交換透過事後的分享和經驗交換透過事後的分享和經驗交換，，，，也能也能也能也能

促進家人溝通促進家人溝通促進家人溝通促進家人溝通。。。。 

另另另另外外外外，，，，在大人的從旁解說下在大人的從旁解說下在大人的從旁解說下在大人的從旁解說下，，，，電視還能幫助兒童建構對電視還能幫助兒童建構對電視還能幫助兒童建構對電視還能幫助兒童建構對

現實世界的認知現實世界的認知現實世界的認知現實世界的認知，，，，也比較容易理解大人的語彙也比較容易理解大人的語彙也比較容易理解大人的語彙也比較容易理解大人的語彙。。。。但另一方但另一方但另一方但另一方

面面面面，，，，電視可能是心情不佳電視可能是心情不佳電視可能是心情不佳電視可能是心情不佳、、、、孤獨孤獨孤獨孤獨、、、、排遣寂寞的媒介工具排遣寂寞的媒介工具排遣寂寞的媒介工具排遣寂寞的媒介工具；；；；這這這這

一大類以電視與家庭成員的關係互動一大類以電視與家庭成員的關係互動一大類以電視與家庭成員的關係互動一大類以電視與家庭成員的關係互動，，，，作為觀察與訪談的重作為觀察與訪談的重作為觀察與訪談的重作為觀察與訪談的重

點點點點。。。。 

 

1. 觀察家庭收觀察家庭收觀察家庭收觀察家庭收看看看看視電視情境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視電視情境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視電視情境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視電視情境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 

2. 觀察家庭成員如何開啟電視話題觀察家庭成員如何開啟電視話題觀察家庭成員如何開啟電視話題觀察家庭成員如何開啟電視話題？？？？ 

3 .瞭解家庭成員瞭解家庭成員瞭解家庭成員瞭解家庭成員共共共共看電視和個別看電視的心情與看電視和個別看電視的心情與看電視和個別看電視的心情與看電視和個別看電視的心情與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放在以及電視與家庭成員的人際互動上從觀察與訪談的內放在以及電視與家庭成員的人際互動上從觀察與訪談的內放在以及電視與家庭成員的人際互動上從觀察與訪談的內放在以及電視與家庭成員的人際互動上從觀察與訪談的內

容容容容，，，，探詢收視行為的探詢收視行為的探詢收視行為的探詢收視行為的移到前段移到前段移到前段移到前段 



第二大類題目第二大類題目第二大類題目第二大類題目：：：：媒介使用與權力層次之關係媒介使用與權力層次之關係媒介使用與權力層次之關係媒介使用與權力層次之關係 

 

 

 

Morley（（（（1986）））） 宜置於文獻部宜置於文獻部宜置於文獻部宜置於文獻部分分分分，，，，以下同以下同以下同以下同什麼協商方式什麼協商方式什麼協商方式什麼協商方式，，，，

建立彼此都能接受的共同情境建立彼此都能接受的共同情境建立彼此都能接受的共同情境建立彼此都能接受的共同情境，，，，再從這些情境再從這些情境再從這些情境再從這些情境，，，，發展出互動發展出互動發展出互動發展出互動

的原則的原則的原則的原則。。。。 

 

1. 觀察家庭內部觀察家庭內部觀察家庭內部觀察家庭內部，，，，個別空間個別空間個別空間個別空間、、、、電視機電視機電視機電視機對對對對個別成員的關係個別成員的關係個別成員的關係個別成員的關係？？？？ 

3. 瞭解日常工作分配瞭解日常工作分配瞭解日常工作分配瞭解日常工作分配規則規則規則規則？？？？這些規則如何被建構這些規則如何被建構這些規則如何被建構這些規則如何被建構？？？？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類提要類提要類提要類提要：：：： 

 



這類問題提要這類問題提要這類問題提要這類問題提要焦點著重在兩個層面焦點著重在兩個層面焦點著重在兩個層面焦點著重在兩個層面，，，，第一是社會階層對第一是社會階層對第一是社會階層對第一是社會階層對

家庭收視行為的影響家庭收視行為的影響家庭收視行為的影響家庭收視行為的影響；；；；另一個問題則是傳統社會觀念與收視另一個問題則是傳統社會觀念與收視另一個問題則是傳統社會觀念與收視另一個問題則是傳統社會觀念與收視

行為的關連性行為的關連性行為的關連性行為的關連性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從過去的文獻探討中從過去的文獻探討中從過去的文獻探討中從過去的文獻探討中，，，，得知得知得知得知家庭的社經家庭的社經家庭的社經家庭的社經

地位地位地位地位、、、、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職業等職業等職業等職業等都會都會都會都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家庭的收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家庭的收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家庭的收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家庭的收視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例如勞工家庭的父母忙於工作例如勞工家庭的父母忙於工作例如勞工家庭的父母忙於工作例如勞工家庭的父母忙於工作，，，，比較沒有時間陪孩比較沒有時間陪孩比較沒有時間陪孩比較沒有時間陪孩

子子子子，，，，家中家中家中家中的的的的孩子孩子孩子孩子看電視的時間相對而言會比其他多看電視的時間相對而言會比其他多看電視的時間相對而言會比其他多看電視的時間相對而言會比其他多；；；；其次其次其次其次，，，，

勞工家庭勞工家庭勞工家庭勞工家庭（（（（這是英國文化這是英國文化這是英國文化這是英國文化ㄟㄟㄟㄟ））））經濟資源比較少經濟資源比較少經濟資源比較少經濟資源比較少，，，，沒沒沒沒有錢從事有錢從事有錢從事有錢從事

其他的休閒活動其他的休閒活動其他的休閒活動其他的休閒活動，，，，看電視成為看電視成為看電視成為看電視成為家庭家庭家庭家庭主要的娛樂主要的娛樂主要的娛樂主要的娛樂。。。。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空間缺乏個人隱私空間缺乏個人隱私空間缺乏個人隱私空間缺乏個人隱私（（（（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美國也是嗎美國也是嗎美國也是嗎美國也是嗎？）？）？）？），，，，看電視則可能看電視則可能看電視則可能看電視則可能

成為逃避心情不佳的媒介成為逃避心情不佳的媒介成為逃避心情不佳的媒介成為逃避心情不佳的媒介。。。。 

 

另一個面向另一個面向另一個面向另一個面向，，，，則是傳統社會的觀念則是傳統社會的觀念則是傳統社會的觀念則是傳統社會的觀念、、、、文化對家庭收視行為的文化對家庭收視行為的文化對家庭收視行為的文化對家庭收視行為的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特別是社會文化所建構的性別認同特別是社會文化所建構的性別認同特別是社會文化所建構的性別認同特別是社會文化所建構的性別認同，，，，從過去的研究發從過去的研究發從過去的研究發從過去的研究發

現現現現，，，，在父系社會的脈絡下在父系社會的脈絡下在父系社會的脈絡下在父系社會的脈絡下，，，，男性男性男性男性理所當然的把家庭視為下班理所當然的把家庭視為下班理所當然的把家庭視為下班理所當然的把家庭視為下班

之後的休憩場所之後的休憩場所之後的休憩場所之後的休憩場所，，，，看電視是一件看電視是一件看電視是一件看電視是一件「「「「放鬆心情放鬆心情放鬆心情放鬆心情」」」」和和和和「「「「必須專注必須專注必須專注必須專注」」」」

的休閒活動的休閒活動的休閒活動的休閒活動；；；；但女性不管是家庭主婦或職業婦女但女性不管是家庭主婦或職業婦女但女性不管是家庭主婦或職業婦女但女性不管是家庭主婦或職業婦女，，，，往往不能往往不能往往不能往往不能

擺脫社會對女性所賦予的家庭工作擺脫社會對女性所賦予的家庭工作擺脫社會對女性所賦予的家庭工作擺脫社會對女性所賦予的家庭工作。。。。 

 



觀察研究對象的社會階層與收視行為的觀察研究對象的社會階層與收視行為的觀察研究對象的社會階層與收視行為的觀察研究對象的社會階層與收視行為的關連性關連性關連性關連性。。。。 

觀察男女性別的收視行為觀察男女性別的收視行為觀察男女性別的收視行為觀察男女性別的收視行為，，，，與與與與社會建構社會建構社會建構社會建構之關係之關係之關係之關係。。。。 

 

外籍配偶因為原生家與本國文化不同外籍配偶因為原生家與本國文化不同外籍配偶因為原生家與本國文化不同外籍配偶因為原生家與本國文化不同，，，，存在著語言存在著語言存在著語言存在著語言、、、、文化上文化上文化上文化上

的隔閡的隔閡的隔閡的隔閡，，，，從過去的文獻得知從過去的文獻得知從過去的文獻得知從過去的文獻得知，，，，媒介使用對外籍配偶消除文化媒介使用對外籍配偶消除文化媒介使用對外籍配偶消除文化媒介使用對外籍配偶消除文化

疑慮以及融入本國文化具有一定的幫助疑慮以及融入本國文化具有一定的幫助疑慮以及融入本國文化具有一定的幫助疑慮以及融入本國文化具有一定的幫助，，，，透過第一類提要可透過第一類提要可透過第一類提要可透過第一類提要可

以觀察電視在外籍配偶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觀察電視在外籍配偶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觀察電視在外籍配偶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觀察電視在外籍配偶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人際互動除了人際互動除了人際互動除了人際互動

的觀察之外的觀察之外的觀察之外的觀察之外，，，，也必須特別是語言學習以及文化認知的功能也必須特別是語言學習以及文化認知的功能也必須特別是語言學習以及文化認知的功能也必須特別是語言學習以及文化認知的功能；；；；

第二類提要第二類提要第二類提要第二類提要，，，，則是則是則是則是觀察家庭收視行為與權力層次的關係觀察家庭收視行為與權力層次的關係觀察家庭收視行為與權力層次的關係觀察家庭收視行為與權力層次的關係，，，，尤尤尤尤

其是性別其是性別其是性別其是性別、、、、與經濟這兩項因素與經濟這兩項因素與經濟這兩項因素與經濟這兩項因素，，，，如何左右媒介使用規則如何左右媒介使用規則如何左右媒介使用規則如何左右媒介使用規則。。。。第第第第

三類提要三類提要三類提要三類提要，，，，有關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社會處境有關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社會處境有關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社會處境有關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社會處境，，，，多指向多指向多指向多指向這類家這類家這類家這類家

庭庭庭庭社經社經社經社經地位地位地位地位、、、、教育程度偏低現象教育程度偏低現象教育程度偏低現象教育程度偏低現象，，，，應注意社會位階與收視行應注意社會位階與收視行應注意社會位階與收視行應注意社會位階與收視行

為之間的關連性為之間的關連性為之間的關連性為之間的關連性，，，，此外此外此外此外，，，，一般有關外籍配偶的研究一般有關外籍配偶的研究一般有關外籍配偶的研究一般有關外籍配偶的研究，，，，也多指也多指也多指也多指

出外配弱勢的家庭地位出外配弱勢的家庭地位出外配弱勢的家庭地位出外配弱勢的家庭地位，，，，這些社會外在的文化因素這些社會外在的文化因素這些社會外在的文化因素這些社會外在的文化因素，，，，以及家以及家以及家以及家

庭內部的階級地位庭內部的階級地位庭內部的階級地位庭內部的階級地位，，，，是否直接或間接影響收視行為是否直接或間接影響收視行為是否直接或間接影響收視行為是否直接或間接影響收視行為，，，，是觀察是觀察是觀察是觀察

的主要重點的主要重點的主要重點的主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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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二個家庭作為本研究之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的對象（個案家庭基本資料如下表）。訪談個案包

含五個核心家庭、一個三代家庭和六個延伸家庭，其中 case9個案 9 是守寡的外籍配偶帶著三個

孩子和她的妹妹兩個家庭共住一屋，case11的越南籍配偶先生已歿，帶著兩個孩子和男友以及男

友母親同住較為特殊。除了這兩個單親延伸家庭之外，case 6、case8、10、case個案 12 都屬於三

代同堂的延伸主幹家庭，成員除有夫妻、子女、公婆之外還和小姑、叔伯同住。個案的選擇採用

不同類型的家庭來區分差異性，例如：父親的職業別、年齡差距、核心或三代同堂的家庭、夫妻

有無共同生活、母親來台資歷的差別等等，從不同的研究典型當中，探索電視與家庭生活，所可

能帶來的不同影響。以下就 12 個個案家庭，以表格概略說明家庭背景。 

 

訪談個案一覽表訪談個案一覽表訪談個案一覽表訪談個案一覽表：：：： 

          Case10 Case11 Case12 

家庭形態家庭形態家庭形態家庭形態  

 

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 主幹家庭核心家庭 家庭  

家庭 

延伸家庭 延伸主幹延伸家庭 

家庭成員家庭成員家庭成員家庭成員 

          

            

  

 

 

 

 

 

  

   4 歲  9 歲 



 

    

      

   

 

   

  

 

          

          服務業  

 

          

          大學肄業  

  

 

 

 

 

 

    

 

 

  

  

 

 

     

 

配偶國籍配偶國籍配偶國籍配偶國籍 華裔 華裔 華裔 華裔 華裔 華裔 華裔  華裔  華裔 華裔 

來台時間來台時間來台時間來台時間          

電視數量電視數量電視數量電視數量 

擺放位置擺放位置擺放位置擺放位置 

 

房 1 

資訊設備資訊設備資訊設備資訊設備  

 

電腦上網 電腦上網 電腦上網 電腦上網 電腦上網  電腦上網 電腦上網  

錄放影機錄放影機錄放影機錄放影機       



收錄音機收錄音機收錄音機收錄音機 小型收錄音機小型收錄音機小型收錄音機全套音響 全套音響 全套音響 小型收錄音機小型收錄音機 小型音響 

電玩設備電玩設備電玩設備電玩設備 

 

使用語言使用語言使用語言使用語言  

 

 

 

 

 

 

 

 

 

 

 

 

 

 

 

 

 

 

 

 

 

國語台語  

 

國語台語  

國語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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