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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都是被媒體帶壞的！？

 

金宜蓁

＊ 媒體帶壞了青少年嗎？

大家常說青少年心性不定，身心發育尚未完備，很容易衝動不理智，常會受媒體報導的影響而學著做出
害人害己的事。大家也常說社會風氣越來越壞，翻開報紙的分類廣告，輕鬆高薪又不需經驗的工作都是
「色情行業」，難怪青少年價值觀念偏差、道德感淪喪，都是媒體害的。大家還認為青少年都喜歡追
星、崇拜偶像，新都沒放在功課上，整天不是看電視就是參加演唱會、簽名會，都是娛樂節目害的。大
家也都認為青少年崇尚物慾、跟隨流行、追求時髦，都擁有大哥大、名牌服飾等奢侈品，還未滿十八歲
就想騎機車，都是廣告害的。

總而言之，我們的孩子都是被媒體帶壞的，所以為了「保護」孩子，我們要幫他們挑選節目、過濾網
站、電影分級……

再仔細想想，真的是這樣嗎？

＊ 媒體帶的壞青少年嗎？

「媒體」是什麼呢？不就是成人商業遊戲的工具嗎？主導者是誰？不是孩子吧！反過來說，媒體的閱聽
人是誰？不只是孩子吧？難道成人都不會被「帶壞」嗎？

媒體的功能是傳遞訊息，反映現實。當然，媒體會將現實的映像扭曲、放大，但「現實」又是什麼呢？
青少年無法分辨，難道成人就一定能分辨了嗎？

若說成人比較有能力辨識、解讀資訊，不會照單全收，那麼這種能力又是怎麼培養出來的？不就是長期
吸收資訊而來的嗎？成人在擔心孩子被暴力新聞、色情圖文帶壞的同時，似乎忘了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
的，似乎忘了當年跟同學交換「小本的」、當年去電影院看片中插播「色情」片段，現在也常有意無意
地轉到一些頻道欣賞演員的肢體，開開玩笑、說說黃色笑話。我想問的是，經過這些接觸，我們有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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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既然沒有，那何必這麼擔心孩子變壞呢？再說，大家不是都說現在的教育環境變好了，孩子越來越
聰明，什麼都懂嗎？那就更不容易被「帶壞」啦！

有些家長會說，孩子不像自己當年那麼乖，她們不聽父母老師的話、只知道迷明星，功課不記得，明星
的是倒是記得一清二楚。這其實是很矛盾又不實際的說法。

請想想，青少年為什麼「不聽話」呢？就是意見跟成人不同呀！注意：有意見就是代表青少年有在思考
一些東西，不是腦袋空空地什麼都照單全收；因此，有意見的不同，就是溝通的好時機，成人可以趁機
和青少年做更深入的溝通，了解彼此的立場和想法，進而做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協定。

若是成人硬逼青少年接受自己的想法、作法，就會出現三種結果：有的青少年我行我素、有的陽奉陰
違，有的則是乖乖照做，但再也不願說出自己的意見了。這樣好嗎？

另一方面，青少年若有能力針對成人的意見提出不同看法，那麼他／她們也一定有能力挑選優秀的藝
人、精采的節目、值得效法的行事風格等等，不可能完全被媒體牽著鼻子走。不相信嗎？舉個實際的例
子來說吧！若是藝人只要在媒體上打知名度就能夠紅的話，那為什麼還會有人紅不起來呢？青少年當然
也會挑選呀！

受青少年喜愛的超人氣明星都有某些正面的特質，如：健康、開朗、多才多藝、認真努力、熱心公益等
等。大人不是也都很喜歡這些特質嗎？即使要說這些特質都是包裝出來的形象，那也未嘗不好！至少代
表現代青少年的品味蠻不錯的，不像以前大家都瘋狂迷戀瓊瑤式虛弱得吐血眼睛還會閃淚光的矯情長髮
女子。

再說，迷偶像又不是青少年的專利，大人也會迷偶像呀！別忘了我們台灣的特產──政治名行。老實說，
迷藝人無傷大雅，迷政治明星可是會影響選票、影響建設、影響到下一代的生活環境的。還有，許多大
人也會因為媒體報導而瘋狂加入一些莫名奇妙的購物、收藏、投資的行列。

比較起來，大人迷的東西可多著了。以敗家的程度做個排列，小至時裝、名酒、中至跑車、賭博，大至
股票、房地產，樣樣都令青少年望塵莫及。這樣說來，成人擔心青少年被媒體代會，是不是有點多慮？
到底誰受媒體的影響比較大、破壞力比較強呢？誰又該擔心誰呢？

＊ 媒體帶壞的是青少年嗎？

進一步來說，其實成人比較容易受媒體影響倒是有跡可循的。

現在的成人還是青少年時的生長環境比較一元，媒體事業也不發達，訊息來源很一致，連課本中都寫充
滿著偉人的事蹟，以致於地理課本寫歷史，歷史課本寫神話。由於生長在如此單純的環境裡，長大以後
即使觀念會改變，思考模式還是容易傾向一元、單向思考，蠻多成人都會跟著媒體報導的訊息來思考，
或是習慣性地用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教條？）來解讀資訊。

例如，最近有一步驚悚片上映，片名是「老師不是人」（因為片中的老師是鬼，會「幹掉」學生），結
果就有教師投書到報社，說學生會在學校裡唸著「老師不是人，老師不是人…」若是出言糾正，學生就
會回應說他們是在講那部電影，不是在批評老師，所以那位投書的老師認為電影不應該取這種片名，會



帶壞小孩，而且這樣的名稱是拿全國教師的尊嚴開玩笑。

哇！原來為人師表的尊嚴這麼薄弱呀？區區五個字的電影片名就能污辱到數十萬教師了。這是不是顯示
了教師本身一方面有著不被尊重的焦慮，另一方面有著至聖先師傳人的自許，高潔而不可侵犯？

我們可以從這類教師的抱怨當中看出，他們和學生之間是非常有距離的，而且並沒有親近學生，也沒有
和學生「同一國」的意願，更嚴重缺乏幽默感。其實老師只要簡單地開個玩笑說：「對呦！老師是鬼！
嚇死你！」在扮個鬼臉什麼的，不就輕鬆地跟學生打成一片了嗎？更無所謂尊嚴不尊嚴的了。

我相信這類的投書、報導不只是在報端展現威力，還會在大人口
中以閒聊的方式再度借屍還魂。看完了報紙的報導，大人們擲報
感慨：「唉！現在的學生一點都不懂得尊師重道…」，就好像看
完了電視新聞報導後，大人們慎重的警告女兒：「又有計程車之
狼了，所以不要搭計程車…」一樣，這樣的耳語一傳再傳，大家
自己嚇自己，無形的論述於是引起了有形的恐慌，從青少年族群
到運將族群都被集體污名了。

還有一種常見的情況更可怕，母親會對女兒說：「看看新聞！現
在強暴案這麼多，所以晚上不准出去！」媒體報導竟然成了限制
人身自由的藉口！新聞儼然成了高科技的農民曆！「宜：在室安
居。忌：出外冶遊。」這不是人吸收資訊，而是人被資訊吸收
了！

帶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贏家將是能夠掌握資訊、篩選資訊、進而
運用資訊的人，若要讓下一代成長在「沒有色情暴力污染」的環
境裡，只用媒體上的負面新聞以保護之名約束青少年的行為，不
讓他們接觸現實的世界和多樣的資訊，連帶地失去判讀資訊的機會和處事應變的能力，那麼恭喜妳有一
個「純潔」的孩子，她將輸在起跑點上。

＊ 大家一起來帶壞媒體

這樣說來，媒體似乎可怕極了──無所不在，童叟無不欺！？其實根本沒有這樣麼嚴重。

因應之道非常簡單，套一句廣告詞──「輕鬆打」嘛！

「輕鬆打」開報紙，輕輕鬆鬆地和青少年一起讀，一起以最具有建設性的思考模式討論負面新聞。（例
如：如果讀到晚歸受害的消息，就可以談談如何請有交通工具的朋友，甚至警察伯伯，免費送到家；如
果看到有關便利商店的廣告和消息，就可以談談如何多利用比較多便利商店的道路散步，一面健身，一
面做市場調查；如果看到失火的消息，想想以家中及學校的環境而言能有多少方式逃生等等）。

「輕鬆打」開電視，如果有幸看到有裸露或是性行為的鏡頭，也不必故作驚慌，或故作正經，成人這種
驚慌失措的反應往往會使孩子對於這類鏡頭產生興趣。相反的，成人可以趁機施行一下有關性別和性的
機會教育，順便交流一下每個人不同的喜好（你看，強暴別人是不對的，因為沒有尊重對方的感受；嗯



～我不喜歡這種身材的男生，他應該穿比較緊身的內褲；哇！這真是高難度的姿勢，需要什麼樣的魔鬼
營訓練；如果我們遇到這樣的危險情境，可以用什麼方式回應而尋求脫身機會等等）。

「輕鬆打」開電腦上網，看到色情網站不必緊張，不妨吸收一下新知新識，分析一下人們是用什麼樣的
圖樣和語言來吸引讀者；這樣的反省式思考對於社會、了解文化都有正面意義，就算你要提醒青少年不
要著迷色情網站，你自己也得有點基本知識才具有說服力嘛！搞不好，青少年們還會適時的提醒你，不
要隨便輸入個人資料和信用卡號碼（她們上網的功力比成人強多了）。成人大可不必因為報紙、新聞說
了一堆網路的壞話，就認定網路是個壞東西──只有那些對網路一無所知的成人才會相信媒體的片面之詞
而對網路色情大驚失色，於是出於莫名的焦慮而設了許多限制，想要保護青少年，最後終究限制的，搞
不好是自己。

要大家一齊來帶壞媒體的意思，就是要大家不再隨著媒體的資訊起舞，要大家練習以不同的方式，

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並選擇喜歡的媒體充分享受──別忘了，媒體會隨著節目的收視率、報紙閱報率、網
頁點閱率等等指標，隨時調整自我，以捕捉閱聽人的收訊以便賺取廣告。即使短期內還是得忍受某些惡
質媒體，但至少不必再擔心青少年被媒體帶壞：她／他們本來就不笨，成人若是相信應該和青少年一齊
觀賞並進行意見交流，到時候要是成人自身的學習能力不夠，或是觀念跟不上時代，那才糗大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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