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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文本的实际建构  

   

选定主题  

为了了解先前态度如何影响新闻阅读，因此我们尽可能选择会引起鲜明且对立态度的主题建构

研究用新闻。国外相关研究多利用堕胎、酗酒、核能发电等做为研究主题（Pratkanis, 

1989），但国内读者对这些主题的态度并不明显，且因受试者不易寻找，所以不为本研究采

用。经多次讨论后，最后我们选定民进党到国民党党部抗议，双方发生冲突的事件，做为新闻

主题，利用读者对两党的支持程度做为先前态度。此类新闻易引起极端的态度，且寻找受试者

的工作较其它主题容易。  

  

分析类似新闻  

接着，分析报纸中类似的冲突新闻，企图找出其共同具备的事实及新闻基模要素，使这则新闻

与类似新闻的报导手法相同。  

  

决定新闻基模的要素  

经分析后，我们发现这些新闻多半具有「标题」、「导言」、「主事件」、「结果」等四种形

式结构要素。本研究除了不使用「标题」这项要素外，我们将利用其它三项要素制作新闻。

「导言」为新闻的第一段，「主事件」为民进党群众抗议，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的部份，「结

果」为双方人马受伤情形的描述。  

  

决定巨命题  

接下来，我们决定本篇新闻包含哪些巨命题，也就是说，这篇新闻包含哪些重要情节，再由这

些巨命题发展相关的微命题。例如说，我们先决定新闻包含「警察出面制止冲突」这一个巨命

题，然后再由这个巨命题决定相关的微命题。  

  

决定微命题  

·新闻关联论  

·新闻分布论  

·新闻报道的常见逻辑性…  

·记者：肩负社会责任的…  

·浅论记者思维  

·大众传媒如何应对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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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命题决定后，就这些巨命题发展微命题，写成这则新闻稿。为避免虚构新闻的总命题数太

少，读者可以轻易地记得所有命题，无法看出先前态度的影响。所以，我们将使本篇新闻的命

题数在五十个左右（Beyer, 1986）。  

同时，为了探讨先前态度与回忆、归因的关联性。所以，本篇新闻包含下列四种型式的命

题：  

   

纯粹描述事实的命题：这类命题没有偏袒任何一方的情形。如「警方在事件发生后十分钟赶到

现场」。  

有利于国民党的命题：这类命题不利民进党，有利国民党，如「一名群众毁损桌椅等办公用

具」。  

有利于民进党的命题：这类命题不利国民党，有利民进党，例如说「国民党党工以茶杯等器具

向闯入党部的群众攻击」。  

语意模糊，可供读者诠释的命题：这类命题因果关系不明确或语意模糊，让读者有依照其先前

态度主动诠释的机会。  

藉由前三类命题，我们可以观察读者是否比较容易回忆与自己态度一致的命题。藉由第四类命

题，让读者有自由诠释的空间，观察经诠释后的命题是否与先前态度有关。以「在混乱中一名

女性工作人员跌倒受伤」这一个命题为例，我们在写新闻时故意不去指出这名工作人员是怎跌

倒的，但我们预期经读者诠释后，国民党受试者可能回忆成「一名女性工作人员遭民进党群众

推倒」，但是民进党支持者可能记成「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自己跌倒」。 

经过上述步骤后，本篇新闻共有五十个微命题与十一个巨命题。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具有明显先前态度的各级党部党工，为研究对象，以便可在研究中清楚地观察态度与

信息处理间的关系，符合本研究的精神与目的。参与研究的党工共四十人，国民党与民进党各

二十人。 

三、资料搜集  

   

预测  

正式研究前，我们进行一次预试，预试对象包括五名国民党支持者，五名民进党支持者。分别

各有两名大学生，三名为社会人士。我们请受试者以笔分别划出新闻中有利国民党、有利民进

党与中立的部份，观察命题设计是否与预期一致。依据预试结果，修正新闻稿文字、问卷问法

以及研究流程。  

正式访问流程  

   

研究者先向受试者说明来意，请他们依照指示进行研究。同时说明基于研究需要，将会全程录

音，并保证研究资料仅供学术研究用，不会用于他途，以消除受试者对研究目的疑虑。  

接下来，请受试者用平常看报的方式阅读新闻，并将新闻文本交给受试者阅读。  

.当受试者读完新闻后，研究者将新闻稿收回。依据问卷进行访问，同时开始录音。  

访问结束，研究者停止录音。告知受试者本研究真正的目的，并且向受试者致谢。  

四、问卷内容  



研究问卷包括回忆、归因、报导立场评估及基本资料四部份。  

(一)记忆部份  

我们利用「自由回忆」与「再认」两种方式，收集读者回忆的资料。  

自由回忆部份  

我们以开放式问题请读者在读完新闻后，将他们记得的内容全部说出，随 后，我们进行两次

追问，以确保读者已将他记得的新闻内容完全说出。  

再认部份问题  

再认问题共有十六题，包含四种型式：  

   

新闻中确实有提及，且有利于国民党的命题。如：「民进党群众追打一名外出办事的国民党党

工」。  

新闻中确实有提及，且有利于民进党的命题。如：「林永坚向一名遭追打的国民党党工道

歉」。  

新闻未曾如此提及，但有利于国民党的命题。如：「群众以预先带去的石头，砸破国民党党部

门窗」。  

新闻未曾如此提及，但有利于民进党的命题。如：「国民党人员无接见群众的诚意，故意拖延

接见时间」。  

利用再认问题，首先可以了解读者是否比较容易回忆到那些与先前态度一致的问题，忘记与态

度不一致的问题。其次，在设计再认问题时，我们设计了一些新闻根本就没有提过的命题，并

且让这些命题有偏袒国民党或民进党的情形（即第三、四类命题）。藉此了解，读者是否会受

先前态度的影响，误认那些与态度一致的命题曾在新闻中出现过。即受试者是否比较容易认

为，新闻曾经提过那些有利于己方的命题，无论这些命题是否真的在新闻中出现过。 (二)归

因部份  

藉由开放式的问题，我们请受试者依照自己的看法，进行归因，了解他们将冲突原因归咎于

谁？同时，请读者进一步说明其原因。  

(三)报导立场评估部份  

此部份问题在检验，读者的先前态度是否会影响对此篇新闻报导立场的评估。我们先询问读者

是否认为这篇新闻有偏颇的情形，如果有，则进一步询问偏袒国民党或偏袒民进党。 

(四)基本资料部份  

包括性别、年龄、籍贯、教育程度等基本资料。 

肆、资料分析 

  

一、态度与回忆之关联  

(一)自由回忆分析  

因为本研究采用开放式问题，所以必须先将受试者的回忆内容转换成命题型式，然后再将这些

命题与新闻原有命题加以比对。在转换命题过程中，我们并不严格要求受试者回忆的命题必须

 



与新闻的描述一字不差，只要彼此意义大致符合，便认定他们回忆到该命题。例如：  

「群众前往国民党党部，是为了抗议他们长期占用国家的财产」。（民进党，编号16） 

「群众抗议国民党占据公产」 

虽然这位受试者对「国民党占据公产」的回忆，与新闻的描述不尽相同，但是两者都在说明描

述「国民党占据公产」。因此，我们认定这位受试者回忆到这个命题。 

同时，为了了解读者所回忆的新闻内容与原有新闻的差异，所以我们将读者回忆的命题与原有

新闻加以比对，藉以了解经读者诠释后的新闻，「多」回忆了哪些内容，以及是否与先前态度

一致。 

   

命题回忆数分析  

经转换命题后，我们发现，国民党党工每人平均回忆14.3个命题，民进党党工每人平均回忆

15.0个命题。经ｔ检验发现，国民党党工与民进党党工所回忆的命题数量并没有显著差异（ｔ

=-0.55，p>0.05）。也就是说，双方回忆到的总命题数相当。  

  

态度与命题回忆的一致性分析  

接下来，我们分别针对新闻中有利于国民党的七个命题，及有利于民进党的十二命题进行分

析，观察其与先前态度的关联性。  

  

结果发现，国民党与民进党党工对于新闻中有利于国民党命题的回忆数量，并无显著差异（ｔ

=-0.9,p>0.05）。同时，双方对新闻中有利民进党命题的回忆数量，也没有显著差异（ｔ=-

1.35，p>0.05）。 

从这两项分析来看，国民党与民进党党工记得的总命题数差不多。而且双方对于新闻中有利国

民党，或有利民进党命题的回忆情形也都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先前态度并不会影响读者

对新闻中原有命题的回忆。 

(二)受试者「多」回忆命题的分析 

经由前面的分析发现，先前态度并不会影响两党党工对新闻原有命题的回忆。但是，从受试者

回忆资料却可以发现，受试者会主动诠释新闻，使他们所回忆到的新闻与原有新闻往往有着差

异，但却与其先前态度一致。  

举例来说，两党党工都有人回忆到一名外出办事的国民党党工被群众追打的命题，但是双方都

会主动加以诠释，使所回忆的命题并不相同。民进党党工认为，那名党工先向群众用言语挑

衅，才会引起冲突，例如说： 

「一名外出的党工在言语有不尊重的情形，才会引起双方的冲突，……，民进党主委主动出来

劝阻群众，而那名党工跑回去后，又找一些人出来帮忙。」（民进党，编号4）。 

相反地，国民党党工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该名党工只是出来询问抗议原因，就被追打，例如

说： 「一名国民党的党员出来，只是问他们为什么来抗议，结果那个人就被民众修理。」

（国民党，编号9）。 



我们也可以从两党党工对「十多名党工走出党部」这个命题的回忆得到证明。国民党党工认为

十几名党工走出党部是为了缓和气氛，例如说： 

「一名党工出来说抗议应该有主题才对，引起群众不满，后来又有些党工出来希望场面缓合下

来，但群众已经沸腾，一发不不可收拾。」（国民党，编号8）。 

但是民进党党工却认为，十多名党工是由那名被追打党工找出来的，想要对群众进行报负。例

如说： 「该名遭追打的党工回去后，又找人出来帮忙，……，群众最后由主委带队离去。」

（民进党，编号5）。 

从这些读者的回忆发现，虽然双方都会回忆到新闻中的某些命题，但是他们会依照个人的看法

或态度去诠释这些命题，使他们所回忆的命题与先前态度一致，但是却与新闻原来的描述并不

相同。也就是说，虽然先前态度并不会影响读者对新闻原有信息的回忆，但是却会影响读者对

新闻的诠释，使他们回忆的新闻与原有新闻不同，但与态度一致。 

(三)再认问题部份  

心理实验也经常使用再认法来测试读者对信息的回忆情形（Srull,1984）。研究者设计一些与

实验刺激有关的题目，让受试者依个人看法挑选哪些题目曾在实验刺激中出现过，藉以观察他

们记得哪些东西以及与原有刺激间的差异。本研究也藉由这种方法，了解读者的再认情形与先

前态度间是否有所关联性。同时，再认问题中包含一些根本就没有在新闻中出现过，但却与双

方的先前态度相关的题目，进一步探讨读者是否会因态度的影响，误认这些题目曾在新闻中出

现过。 我们首先分析，双方党工对于有利国民党命题（第1、2、3、4、5、6、7、8题）及有

利民进党（第9、10、11、12、13、14、15、16题）再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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