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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媒辨識教育及免費報紙色情資訊」意見書 
 
    香港兒童和年青人每天化費很多時間與傳媒為伍，可能跟西方年輕人

平均一天十小時看電視、上網和用手提電話不相伯仲。傳媒已成為影響

青少年成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重要性只僅次於原生家庭的影響。因

此，教導他們闡釋傳媒是重要和急切的事，讓他們了解和洞悉傳媒每天

向他們送岀成千上萬的信息。 
 
   傳媒透過無數在電視、報章、雜誌、以及建築物和地下鐡路的展板上

的廣告，發放訊息給我們。香港大部分廣告都是與化妝品，或如何能變

得美白和纖瘦有關，而兒童自小在黃金時段觀賞電視節目，習以為常地

接觸這些廣告，很可能得到一個訊息，就是美麗的外表是很重要的。舉

個例：一則有闗一間纖體公司的廣告，描繪少女穿著性感比堅尼泳衣，

婀娜多姿地從海水邊歩行至沙灘，纖瘦火辣身材盡暴於鏡頭，看得沙灘

上兩位俊男出神，猥褻之情溢於言表。 
 
  這間公司還有另一則廣告，同一位少女走在繁忙的中區街道上，旁述的

聲音告訴觀眾：能幹的時代女性都會花時間纖體，以擁有「比堅尼身

段」，而熒光幕上的少女突然把襯衫脫掉，暴露出只穿比堅尼泳衣的上

身，道路行人當然欣賞得不得了。我們年青的一代可能產生一個見解，

就是美好的身材對女孩子很重要，而且她大部分的價值就在於她的外

表。 
 
    以往一些電視節目有男女藝員參與多身體接觸的遊戲，女藝員們常穿

著低胸性感衣服或泳衣，任由工作人員運用鏡頭的角度去特寫她們的身

材和身體被接觸的情況。有些烹餁節目也有異曲同工之感，參與的美女

們未必懂得廚藝，但她們穿著低胸裙子，只顧埋頭切肉炒菜，攝影機從

高角度拍攝，觀眾大可收醉翁之意。 
 
     有些報章，特別是近日出版的免費報紙，刋登有強烈性意識的女人照

片，下面的解說會含有誇獎字句，特別是「那長長的事業缐」，即「乳

溝」。一位女士告訴我，她的八歲女兒已經憂慮長大後沒有誘人的身材

和一條長長的「事業缐」。 
 
    這份報章在創版時刋有由名人撰寫的連載色情故事，例如去年九月的

第一篇，全文就是對性愛前戲細膩的描寫。該報影響極深遠，因為它不

但是免費的，而且在各大商場、公共屋邨、私人屋苑、以及在街道上，

都垂手可得。一位老師發現她小學三年級的八歲女學生，帶了一份回校

閲讀，女孩是從學校附近的商場獲取免費報的。老師沒收了報紙，並向

全班同學解釋，此刋物不適合學生閲讀。翌日，校長在早會時告誡全校

小學生，此報含有色情資訊，不適合他們。 
 
   香港的中、小學生在網上很容易便接觸到色情資訊。這些資訊的目標

主要是男性，特點是貶低女性，把她們變為「性物品」。兒童和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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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未建立性價值觀前就接觸色情資訊，他們很可能會誤以為這些資訊

傳遞的意識是正確的，即：性是男人的專利，女人無論願意與否，都要

向男人屈服；性行為是不需要負責任的，亦無須有安全性行為；縱使讓

女人受苦，最重要的是男人得以享受性快感。 
 
  近年來有些女學生參與援交，實在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是色情資訊

把女人「性物化」、報章和網上刋登賣淫的廣告、以及傳媒著重消費主

義和物質主義等。這些為金錢而賣身的學生，最年輕的只十三歲。 
 
   在自由社會裏，我們是要保障發放和接收言論的自由，但同時亦要保

護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健康地成長。傳媒辨識教育是必須，而且是早

應發展的課程，因為它能使年青人面對傳媒諸多訊息時，運用出批判性

的思考能力。這樣，他們便能選擇接觸哪些資訊或節目，同時亦能有建

設性地利用傳媒去製造訊息。 
 

香港大部分學校都沒設傳媒辨識教育課程，而只有少數學校曾經參與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和浸會大學傳播學系有關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雖

然香港的學生習慣熟背老師給予的筆記，不擅於發問，但他們也能欣賞

傳媒辨識教育的課，並能發展批判性思想。十節課程完畢後，學生們均

有客觀的改進表現。 

 

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多年來被教育局邀請參與中、小學

老師的性教育培訓課程，我們經常向老師們強調對學生教導辨識傳媒的

重要性。我們亦曾與護苗基金合作，給予上了護苗基金性教育課的中學

生跟進傳媒辨識課。不過整體來說，設有這些課程的學校實在太少了。 

 

    因此，我們建議香港每一所學校都應設有傳媒辨識教育，並由教育局

來擔當領導，發展課程。教育局必須給予全力支持，立例規定此科目為

必修科，這樣才能成功地推行的。 

 

    以下是我們的建議的要點： 

 

 （1）由教育局來成立一個中、小學傳媒辨識教育委員會，以撰寫課

程。委員會的成員應包括中、小學教師，各大學和教育學院的教授和講

師，以及有參與學校性教育的機構的成員。 

 

  （2）課程應包括很多培育批判性思想的小組討論。老師們不應向學生

教授太多理論，反而應讓學生們透過觀察、了解和分析，自己學習。老

師應教導學生們問這幾個重要的問題： 

        誰製作這個訊息？ 

        採用了那些技巧？ 

        不同的人會怎樣闡釋這個訊息呢？ 

        這個訊息代表了甚麼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又有甚麼避而不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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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放這個訊息有甚麼目的？ 

老師應幫助學生們了解到，所有傳媒訊息皆為了某一個目的或見解而製

作出來，而大部分的目的都是為了利益或權力的（參考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 。 課程亦應包括參觀影片製作公司，讓學生們了解大眾看到的

效果是怎樣產生出來的。 

 

（3）撰寫課程應在一年內完成。 

 

（4）然後教育局便舉辦培訓課程給予參加試驗計劃的學校老師。 

 

（5）老師們完成課程後，便在各自的學校施教。 

 

（6）估計第（4）及（5）項需要一年完成，屆時傳媒辨識教育委員會便

與老師們研究教學的成果，以及討論從教學中產生的問題，並作出適當

的改變和調整。 

 

（7）跟著的一年就是設辦訓練課程給予所有學校有關老師，然後盡快在

每所小學和中學推行這個課程。 

 

（8）教育局應提供課程所需的閲讀材料、視聽教材、以及其他資源。 

 

（9）委員會應發展一個機制以量度這個課程的效果。 

 

（10）老師們可因應個別學校的宗教或文化，在課程上作出有關的改

變。 

 

（11）教育局應把傅媒辨識教育定為必修科，以給予正式的官方的支

持。 

 

 （12）教育局應為老師們提供持續進修課程，或特約其他有此經驗的機

構去舉辦。 

 

  （13）各學校亦需要一個中央成立的支持小組，功能在於給予老師們支

持、解答疑問、召集會議及發通告等。 

 

  （14）各學校應舉辦家長講座，讓家長們了解傳媒辨識教育的需要和重

要性。 

 

  （15）政府應撥出足夠的款項去發展這科目 ，以及有關研究，以表示

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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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必須做更多的研究去分析此項教育的短期及長期的效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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