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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一来看，两党党工对于有利国民党命题的再认情形，有着显著差异（ｔ=8.13, 

p<0.05）。同时双方对有利民进党命题的再认情形，也有显著差异（Ｔ= -6.28,p<0.05）。也

就是说，国民党党工比较容易认为有利国民党的题目曾在新闻中出现过，民进党党工却较易认

为，有利民进党的问题在新闻中出现过。 

表一 双方对有利国民党与民进党问题再认情形之ｔ检验(略)  

    有利国民党问题 有利民进党问题  

  有出现(题数) 有出现(题数)  

国民党党工(n=20) 5.15 2.15  

民进党党工(n=20) 2.30 4.80  

t值 8.13 -6.28  

p<0.05 

  

接下来，再将十六道再认问题，以「是否曾在新闻中出现过」做为标准，划分为下面四组进行

分析：  

A1组：在新闻中确实有出现，且支持国民党的命题（第1、2、3题）。  

A2组：在新闻中确实有出现，且支持民进党的命题（第9、10、11题）。  

B1组：不曾在新闻中出现过，但有利国民党的命题（第4、5、6、7、8、题）。  

B2 组：不曾在新闻中出现过，但有利民进党的命题（第12、13、14、15、16题）。  

  

首先，针对A1组（第1、2、3题）与A2组（第9、10、11题）分别加以分析，观察双方党工对这

两组问题的再认情形，是否会有不同。表二显示，国民党党工比较容易认为A1组（即第1、2、

3题）的命题，曾在刚才看过的新闻中出现过；而民进党党工却比较容易认为A2组（即第9、

10、11题）的问题曾经出现过。  

表二 态度与「新闻中确实出现过」问题再认情形之ｔ检验(略) 

  回答A1组「有出现」之平均题数 回答A2组「有出现」之平均题数  

国民党党工(n=20) 2.3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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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党工(n=20) 1.75 2.25  

t值 2.53 -2.86  

p<0.05 

  

接着，我们针对B1组（第4、5、6、7、8题）与B2组（第12、13、14、15、16题），这两组未

曾出现过的命题加以分析。表三显示，国民党党工比较容易误认B1组（即第4、5、6、7、8

题）的命题，曾经在新闻中出现过，民进党党工却比较容易误认新闻曾经提到过B2组（即第

12、13、14、15、16题）的命题。  

  

表三 态度与「新闻中不曾出现过」问题再认情形之ｔ检验(略)  

    回答B1组「有出现」之平均题数 回答B2组「有出现」之平均题数  

国民党党工(n=20) 2.85 0.55  

民进党党工(n=20) 0.55 2.25  

t值 7.75 -6.90  

P<0.05 

综合上述对再认问题的分析，本研究发现，两党党工在对问题进行再认时，再认结果并不相

同，先前态度会产生影响。国民党党工除了比较容易认为，那些有利国民党的题目曾在新闻中

出现过外，他们也会将一些新闻未曾提及，但是有利国民党的问题，误认为新闻曾经有这样描

写过。而民进党党工，却比较容易再认有利于民进党的问题，他们也会将那些新闻未曾提及，

但是有利民进党的命题，误认新闻曾经有这样描写过。 

二、 态度与原因推论之关联  

（一）态度与归因分析  

首先，我们分析两党党工的归因对象。由表四可以发现，无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多半认为对方

应该负较大的责任。同时，双方都有人认为己方应该负责，也都有人认为国民党与民进党半斤

八两，应负相同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民进党党工认为，这次冲突事件是因为群众不够

理性引起的，将责任归咎于参与抗议的群众，但是国民党党工却没有人将责任归咎给群众。 

表四 态度与归因对象之关系(略) 

单位:人次   归因对象  

  国民党 民进党 双方 群众  

国民党党工(n=20) 1(5%) 16(80%) 3(15%) 0(0)  

民进党党工(n=20) 13(65%) 3(15%) 2(10%) 2(10%)  

接下来，我们将受试者的归因对象合并为「国民党」、「民进党」与「其它」（即归因于双方

与群众者）三大类，进一步探讨，双方党工是否会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认为己方并没有

错。经由卡方检定后发现，国民党与民进党党工进行归因时，先前态度与其归因对象间有显著

的关联性，双方都会将责任归咎给对方（X2=19.32,df=2,p<0.05）。 

也就是说，先前态度会影响读者对此事件的归因，双方进行归因时，归因对象并不相同，都会

要求对方负起较大的责任，而不认为自己所支持的一方有错。国民党党工认为，民进党应该为

这起冲突事件负大部份的责任，但是民进党党工却认为，国民党才应该为此次冲突负起大部份

的责任。 



（二）受试者归因之信息运用分析  

从受试者回答资料进一步发现，受试者进行归因时，会有三种不同的信息运用方式。但是，这

些信息运用方式并非完全互斥，读者可能会同时利用两种以上的方式进行归因。接下来，分别

说明这些信息运用方式。    

对相同信息，做不同诠释  

受试者进行归因时，因先前态度的影响，使不同的读者对于新闻中相同的信息，做出不同、但

与先前态度一致的诠释。例如说，双方都有人利用「国民党方面无法马上接见群众」一事进行

归因，但是他们的诠释并不相同。国民党党工认为国民党有不接见的自由，因为群众挑衅才引

发这次冲突，例如：  

「民进党有抗议的自由，但是国民党方面却也有不接见他们的自由，……，不能因为不接见就

打人，打人就是错，何况到别人家前面撒野」。（国民党，编号9）。  

但是，民进党党工却认为，国民党方面根本就没有接见群众的诚意，故意拖延时间，让民众枯

等，才会引起冲突，例如： 

「民进党虽然些来者不善，但是来者是客，国民党方面应有待客之道，无论接不接受抗议，都

应先请他们进入，这样就不会有冲突」。（民进党，编号4）。 

「国民党方面敷衍群众，未以诚相待，如果不敷衍的话，就不会有这次冲突事件」（民进党，

编号 20）。 

由上述的例子发现，先前态度可能会影响读者的归因与诠释，使他们虽然运用相同的信息进行

归因，但诠释却不同，藉以支持自己的论点。 

  

强调有利于自己先前态度的信息  

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些受试者在归因时，会特别强调新闻中有利于自己先前态度的信息，支持

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例如说，民进党党工会强调民进党主委在冲突发生时，有劝阻群众的行

为，这种处理方式非常好，是因为国民党不对，才会引起这次冲突的，例如：  

「民进党没有错，而且处理的不错，主委有出来强调他们不是来打架的，而且有道歉的行为，

……，国民党处理的不好，只要有人出来接见，就可以避免打架事件，他们没有诚意」。（民

进党，编号11）。 

也就是说，民进党党工会运用民进党主委要群众冷静的行为，来说明民进党没有错，是因为国

民党处理不当才会引起的冲突，将冲突原因归给国民党。 

  

运用日常生活的经验进行归因  

另外有些受试者除了引用新闻中既有的信息进行归因外，也会利用日常生活经验，对事件的发

生原因加以解释，使得归因与先前态度一致。我们可以发现，国民党党工会特别强调民进党惯

用的「暴力」行为，例如说：  

「民进党应该要有能力去控制群众，不应有暴力的行为产生，……，国民党不讲求暴力，民进

党暴力情形就很多」。（国民党，编号10）。 

 



相对的，民进党党工会认为，国民党一惯使用「统治者」的心态去面对群众，是非颠倒，他们

根本就没有接见群众的诚意，才会引起冲突，例如： 

「如果国民党方面诚意接受抗议，就不会发生这次冲突事件，……，时代已经不同了，国民党

方面心态应该要调整，不能再以封建独裁的统治心态去面对或处理这些事情」。（民进党，编

号8）。 

「国民党占据公产在先，民进党才会去抗议，……，在台湾要抗议才有用，因此民进党的作法

并没有错，……，国民党多年来将假的说真的，真的说成假的，是非不分，社会混乱，物极必

反，百姓不会相信他们说的话」。（民进党，编号18）。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先前态度会造成归因上的差异。受试者在归因时，会有不同的

信息运用方式，但是无论受试者如何运用信息进行归因，他们的归因方向多半会与先前态度一

致。  

  

三、态度与新闻报导立场评估之关联  

表五显示，所有受试者中，有三十四人（85％）认为这篇新闻报导保持中立的立场，没有偏袒

国民党或民进党，六人（15％）认为这篇新闻偏袒国民党，没有任何一位受试者认为这篇新闻

偏袒民进党。 

进一步来看，十九位（95％）国民党党工认为这篇新闻立场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有一名

国民党受试者认为这篇新闻偏袒国民党。民进党党工也有十五人（75％）认为这篇新闻十分中

立，认为这篇新闻偏袒国民党的受试者有五人（15％），比国民党党工多。经卡方检定后发

现，先前态度与新闻立场的评估并没有关联性（X2=1.76,df=1）。 

  

表五 态度与新闻立场评估之卡方检定(略)  

    新闻偏袒方向  

  偏袒国民党 偏袒民进党 中立  

国民党党工(n=20) 1(5%) 0(0) 19(95%)  

民进党党工(n=20) 5(25%) 0(0) 15(75%)  

换言之，受试者的先前态度并不会影响他们对这篇新闻立场的评估，无论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

党工，都一致认为这篇新闻立场中立，没有偏袒国民党或偏袒民进党的情形。 

伍、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讨论与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先前态度与回忆  

先前态度对回忆的影响可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当我们将读者回忆的内容转换成独立命题型

式，再与新闻原有命题加以比对时，我们发现，读者对新闻中原有命题的回忆情形与先前态度

并不相关。但是，就读者回忆的新闻内容与再认情形来看，态度会影响回忆。读者所回忆的新

闻往往与原有新闻的陈述不相同，而且有着「国民党版」与「民进党版」的差异。  

这个结果看似矛盾，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先前态度对回忆的确有影响，使得新闻阅读可解释



为读者与文本互动过程（Iser,1980；Jensen, 1987）。我们发现，当读者藉由新闻报导了解

一起冲突事件时，新闻中既有的信息可被视为一群中性的基本线索（Cues），双方党工必须藉

由这些相同的线索来了解整个事件来龙去脉。因此，他们对这些新闻中既有的线索都会有所回

忆，所以我们发现态度并不影响双方对新闻中既有命题的回忆。但是，这些线索除了引导读者

了解整个新闻事件外，读者也会反过来主动诠释这些线索，先前态度在此时发挥影响力，使双

方所回忆的新闻与原有新闻并不相同，例如说，双方都记得「一名外出办事党工被群众追打」

此一线索，但经诠释后，民进党党工却回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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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双方党工回忆的新闻会有着「国民党版」与「民进党版」的差

别。这种差异证明了先前态度对回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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