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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著少年看天下
閱讀《少年新聞週記》

在進入正題談論《少年新聞週記》（為行文及閱讀上的簡

潔，以下簡稱《少週》）這個獨特的品牌之前，不妨先來聊一

下兒童少年節目的價值與準則。

2023年4月，在台北舉辦的一場國際兒童影視節中，幾位來

自國外的兒少節目工作者與會分享他們的經驗與觀點。其中澳洲

兒童電視基金會（Australian Children’s Television Foundation，簡

稱ACTF）執行長 Jenny Buckland 擔綱發表開幕演說，她提到，

四十多年前的1979年恰逢國際兒童年，不少國家在此前後針對兒

童少年節目擬定了廣電規範，譬如法國要求以兒少為收視對象的

節目必須有助於「順利步入成人生活」；在加拿大則是認同兒少

節目應該提倡「利社會」（prosocial）的行為及態度；美國則是

規範兒少節目的核心內容，必須滿足兒少的教育及資訊需求。

不同於上述幾個國家較傾向教化意味的規範，當年澳洲則獨

樹一幟地提出更前瞻與靈活的幾項準則：「兒少專屬、具娛樂

性，並且製作精良」。這幾項在將近半個世紀前提出的標準，

文／邱顯忠  （兒少節目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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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兒少受眾的目光被各種大小螢屏給淹沒、專注力可能愈

來愈短暫的同時，或許更值得思考與參照。

《少週》自許為「全台唯一以青少年為TA的電視新聞節

目」，而青少年其實也是廣義下的兒少節目目標觀眾群，這篇

短文將嘗試綜合上述的幾項規範與標準來觀察《少週》。

《少週》隸屬於國際新聞中心的一員，新聞資源充分，在國

際新聞的表現上確實達到一定的品質與多元性，相較於國內其

他類似年齡層或是相近類型的節目，也算是特色鮮明，這些面

向毋庸置疑。每當國際上發生重大新聞事件時，《少週》也經

常在選材上呼應，甚至進一步以較完整的篇幅呈現，譬如今年

2月下旬，烏俄戰爭屆滿兩年，《少週》的〈烏俄戰爭滿兩年！

戰火下的烏、俄人民未來該何去何從？〉就以整集的時段從不

同的面向切入，企劃相當用心；再加上單元豐富以及主持人潘

照文的主持台風、採訪能力與螢幕前的親和力，整體上可算是

製作精良且認真。

但若從觀眾定位的角度，來看《少週》是否「兒少專屬」，

似乎又有一些討論的空間。整體看下來，節目選材所能連結到的

年齡層，觸達的範圍廣及國、高中生與少部分的大學生相關主

題，這造成節目的目標觀眾群定位不是那麼明確。例如今年3月

上架的〈團膳業者撐不住？！學校營養午餐喊漲！〉所報導的主

題，甚至是與上述族群都無直接關聯的小學營養午餐。目標觀眾

如果無法在節目中經常看到引起他們興趣或關注的主題，表現形

式上又與他們有距離，收視意願自然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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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容的呈現上，《少週》不少主題都能觸及青少年關心

的時事話題，街訪形式的「-18大膽說」、採取棚內對談方式的

「少年大膽說」，也因為年輕觀眾的參與、意見表達，而能呈

現年輕世代的觀點。但是，街訪的形式雖有便利與即時性，也

須注意取樣要盡可能地多元，譬如今年2月25日的「網紅信幾

趴」單元中，從拍攝背景明顯地看出，所有的訪問幾乎是在同

一定點拍攝，這有可能造成取樣的偏狹。同樣可歸類為青少年

新聞節目的公視《青春發言人》，同一主題的街訪對象所在地

點，有時就會遍及台灣不同區域，這點當然涉及製作資源以及

是否長期經營規劃，不同的節目很難一概而論。

另外，「少年大膽說」單元，幾集看下來似乎參與者都是同

樣三位男孩，是否有足夠的代表性亦可再商榷，這點或許可參

考客家電視台《小○事件簿》的作法，培養一群青少年來賓，

每集就不同的主題挑選其中幾位輪替上場，一方面形成意見的

多元，一方面也可維持觀眾對固定來賓的認同感。而這樣的青

少年來賓，其實也適合與在特定主題受邀提出建議的專家，進

行線上或實體對談，效果應該會比主持人在棚內的模擬連線會

更有切身感。

除了上述單元及重點呈現的「封面故事」之外，國際與國

內要聞自然是《少週》的骨幹，如何在一整週的新聞中精選並

轉化出適合青少年閱聽人的內容，其實是滿大的學問。在這一

點上我認為還有不少的調整空間。節目在主持人開場之後，經

常就直接切入新聞內容，但這則新聞與青少年有何關聯？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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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重要性？卻經常未被多加著墨。隨意舉例，近期幾集節

目的頭條：「海警押澎船」、「印度爆踩踏」、「共軍擾不

斷」，主持人在開場播報時就單刀直入新聞本體，內容本身很

難說是青少年觀眾關注的，又未訴求於他們的生活經驗；反觀

「全球熱死人」這則頭條，主持人導言的一句「才剛進入夏

天，同學們是不是就覺得熱炸了？」至少就容易讓觀眾覺得有

所連結。

更重要的是，新聞素材是否經過適當的改寫與轉化，以站

在青少年的角度，並用他們容易接受、消化的筆觸來呈現？有

不少《少週》選擇的新聞，若與鏡新聞其他平台同一則新聞相

對照，會發現並未經過多少的調整，甚至是原文照轉，這就較

不符合「兒少專屬」條件。我們並不低估青少年觀眾的理解能

力，只是若能換位度思考與重新輸出，也許更容易拉近與觀眾

之間的距離。

舉美國NBC新聞網的 《Nightly News: Kids Edition》為例，

這個鎖定兒童為目標觀眾的新聞節目，在選材、形式、語言表達

上，就頗為清楚地是專為兒少觀眾打造，但仍然能觸及到一些重

要的議題，甚至兼具好看度與娛樂性。

也談一下「新聞不lose」，這個單元就像製作單位所說，是

「快速掃描國際大事」，每則新聞大概就是20到30秒的簡潔報

導。它讓我想起過去中學時期的週記，總少不了「一週大事」

這個欄位，大部分同學大概就是照抄報紙上的同名專欄了事，

寫是寫了，但是不是過目即忘就很難說。我倒是建議這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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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慮調整，將篇幅讓給其他的專題。地球上值得轉述的新聞

這麼多，無論如何都是掛一漏萬、會lose的，倒不如好好說更值

得說的故事。

文末，嘗試回到《少週》以及國內其他同類型節目的現狀

來談。廣義來說，《少週》其實並不能算是國內唯一以青少年

為TA的新聞性節目，在市場上是存在競爭對手的。前文提到的

《小○事件簿》與《青春發言人》同樣將自己定位為「新聞議

題性節目」，只是這幾項產品的選題方向有別、節目表現形式

不同，也各有各的強項。國內電視同業在近期徵求「兒少知識

型節目」的說明中，曾提出以下的訴求，或許也可作為青少年

新聞節目製播的參照：

「數位浪潮裡，兒童從小仰賴網路與社群媒體，吸收各種資

訊、知識、價值，形塑世界的樣貌。本案徵求學齡新創知識型節

目，期待從兒童觀點出發，透過不一樣介紹知識的方式，以及多

元說故事手法，開啟兒童的求知慾、想像力以及好奇心，增進他

們對世界的理解，累積面對未來的豐富涵養。」

期待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