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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新聞週記》
教室與世界最短的距離

前言

在眾多新聞節目中，《少年新聞週記》（以下簡稱《少週》）

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它不是什麼大成本的鍍金製作，也沒有絕對

勁爆的獨家調查，但它試圖貼近刺蝟少年，真誠、同理、陪伴、

傾聽，輕啟青春孩子對外的一扇窗，和社會建立一個雙向溝通的

管道。

揮別不闇世事的童年期，青少年正以火箭速度，建立個人的

思考系統。只是，身處資訊爆炸的Z世代，如何在多元訊息快速流

動中，擷取正確訊息，一點一滴型塑自己，是青少年自我建構的

羽化中，最重要的一步。

作為全台唯一以青少年為TA的電視新聞節目，我們冀望能提

供層次豐富的多元內容，讓青少年透過節目了解人我、並從中培

養思辨能力。

文∕ 顏瑜玫、鄭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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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青少年的視角，報導國內外新聞；更從校園出發，著墨

國高中生關心的升學制度、同儕關係與職涯探索。最特別的是，我

們跳脫傳統說教、餵養訊息的方式，聆聽並鼓勵青少年開口表達自

己，讓他們的聲音得以被聽見。

《少週》想給的，從來不是單一的解方，而是多元的思考；我

們希望能幫助青少年，為未來更好的自己，預做準備。

內容

如何在千篇一律的新聞競頻中，打造一個有深度、有廣度的青

少新聞品牌，一直是《少週》鞭策自己的目標。

（1）國際掃描：

作為鏡電視「國際節目中心」旗下的一員，《少週》善用既有

的豐富資源，整理當週的國際要聞。其中的兩大單元「不可不知3

件事」和「時事不lose」，是本段內容畫龍點睛的靈魂。

1.  「不可不知3件事」：採用影像、CG和AR，搭配主持人的

口述，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讓新聞事件更立體、更有厚度、

也更容易被咀嚼吸收。例如以哈戰事開打第4天，我們言簡

意賅整理了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導火線，讓國高中生能快

速掌握新聞的重點。至於在選材上，除了當週的重大新聞

外，我們也加入不少歷史故事及趣味知識；例如「學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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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怎麼來的」、「柏林圍牆怎麼倒的」、以及「最早的法

國暴動是何時」……；其中，「六四天安門」，被國小歷

史課列為補充教材；而「新加坡怎麼搶贏泰勒絲」，點閱

數一舉衝破3萬，創下《少週》的新高紀錄。

2.  「時事不lose」：以短短的3分鐘，陪青少年快速瀏覽當週

國際大小事，拓展學生的眼界與國際社會無縫接軌。

（2）國內要聞：

相對於一般新聞台破碎的資訊，《少週》團隊著重在青少年最

切身的文教新聞，並有系統地加以整理，讓青少學生在繁忙的課業

壓力下，擷取有用訊息。

1.  「學生心聲筒」：我們蒐集學生最常遇到的問題，例如「如

何走出霸凌的陰影？」、「如何拯救翻船的友誼？」，以及

「會考在即，能談戀愛嗎？」……等等，在相關學者及

心理師的建議下，協助同學面對情緒壓力，解決生活上

的各種疑難雜症。

2.  「校園特派出任務」：許多被主流媒體忽略的漏網新聞，

對學生族群是有意義的。因而我們貼近校園，以青少年的

視角做專題報導，並挖掘優秀的國高中生，外出拍攝、採

訪。校園特派員曾報導過「2024台北國際書展」、「印象

派150年光影展」、以及「跟著媽祖遶境，推環保的中學

生」。這些專題因其獨特性，而締造亮眼的成績，例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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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許淳曦前往杜拜參加COP28，在節目中分享她的第一

手觀察，該棚訪時段創下0.16的收視佳績。

（3）「-18大膽說」：

我們透過街訪，蒐集學生和家長最直接的聲音，有時是以議題

性為主（例如「抖音禁令」、「博愛座是誰的」、以及「文言文之

爭」等等)；有時是內在情緒的表達（例如「青少憂鬱」、「容貌

焦慮」、「高中生是否該放心理假」等等），藉由議題的討論，形

成雙向溝通，也趁勢培養青少年的思辨能力。這個單元除了由《少

週》編內記者做訪問外，有時也由校園特派員執行。當麥克風交給

學生的同時，也正是把話語權交給了新生代，讓學生訪問學生，表

達真正的自己。

（4） 「封面故事」：

我們挖掘人物故事、分享生命經歷，讓孩子透過12分鐘的訪

談單元，體驗各式的精彩人生。過去棚訪人物從百萬網紅、戰地

醫生、國際志工、電動直播主、奧斯卡入圍導演……；當然，我

們也邀請同學分享做筆記的訣竅、訪問專家該如何準備學測，也

請教逆轉勝的國手，如何克服強大壓力等等。不論是備考的經驗傳

承、或是谷底爬起的轉折經歷，孩子們都能在主人翁的分享中，找

到激勵自己前進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少週》並非不碰觸社會新聞，但會特別小

心處理。例如日前震驚社會的校園割喉案、性剝削事件，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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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描述事件如何發生，但側重在未來如何防範、輔導室該如何引

導、以及師長該如何觀察。

相較於為收視而噬血的新聞媒體，導致網友肉搜、獵巫心態看

這些校園事件，《少週》儼然是一股清流。但，這並非我們曲高和

寡，不願靠攏收視率，只是《少週》堅信嚴守新聞道德、善盡守門

人的角色，最後才能贏得廣大閱聽人的信任與尊重。

迴響

（1）基金會

《少週》獲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推介為影視類「兒少優質節

目推薦獎」。評審委員在頒獎時強調：「《少週》能協助青少年拓

展眼界，提供他們成長過程中遭遇困難的解答方法。尤其在充斥假

新聞假訊息的現代社會，鏡電視能為青少年開闢一個專屬節目，並

貼近目標族群的需求，實屬難能可貴。」

（2）網路平台

擁有95萬人註冊的均一教育平台，主動來函詢問「 -18大膽

說—競標『學程檔案』」，能否放在該平台連結上架。由於「均

一」為致力偏鄉教育的公益平台，經高層授權，《少週》也樂於

分享資源。雖然沒有實質的業務收入，但能獲得國內最大教育平

台的青睞，足見《少週》的內容深獲教育界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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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台與學校

除了均一平台外，隸屬教育部的「教育廣播電台」也於日前

邀請製作人前往電台，分享《少週》的製播理念；此外，「松山

高中」與「成功高中」也陸續來函或來電邀約，希望《少週》能

進入校園，與學生分享「辨識真假新聞」、與「培養媒體素養」

等議題。

困境與解方

雖然部分親師和同學，已是本節目的忠實觀眾，但《少週》

戮力經營至今仍無法達到理想目標，茲就原因和可能解方，簡單

論述如下：

（1） 相對於整點，30分開始的節目並非大眾的收視習慣，這也使

得星期六、日晚上9:30播出的《少週》，節目經營起來相對

困難。加上青少年本屬小眾，電視也非該族群首選媒介，導

致收視率並不穩定。目前除了在《少週》粉專、IG推廣外，

也透過頻道宣傳及專題播出的方式，加強節目的能見度。

（2） 《少週》點閱率近半年雖逐步提昇，但仍無法有效突破瓶

頸；主要原因是青少年習慣短影音，也偏好搞笑、無厘頭

的內容。人力極為精簡的《少週》，勉強足堪應付當週內

容製播，期待未來有足夠人力，將內容改製為有趣的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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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threads或shorts推播。

（3） 延續以上，《少週》嚴謹專業的新聞內容，但有時未能投青

少年所好。因此，讓學校老師願意在課堂分享或讓父母願意

陪孩子一起觀看，也是《少週》團隊未來努力的重點。

（4） 礙於專業性，新聞類節目本來就有其侷限，但《少週》將鼓

勵團隊，用更輕鬆活潑的方式製播節目，以增加兒少對節目

的黏著度，開拓更多的忠實收視群。

（5） 校園特派的出鏡，讓《少週》更接地氣地貼近學生。期待未

來能在台灣各地、乃至其他國家，找到優秀的校園特派員，

讓才華洋溢的青少年，帶回各角落不同的故事，拓展台灣學

生的視野。

（6） 未來除了校園特派外，也希望有機會能廣邀同學一起參與

主持、企劃，或以影片徵選的方式，豐富《少週》的節目

內容。

未來展望

處於荷爾蒙大爆發的青春期孩子，容易陷入迷惘、懷疑或衝動

行為，這些少年維特的煩惱，在緊張的課業壓力下，常讓青春孩子

的情緒、關係與生活，陷入緊繃的惡性循環。

鏡電視新聞台自開播以來，追求六大特色的優質內容：多元、

專業、深度、國際、藝文、弱勢，這個自詡「台灣進步力量」的

新生媒體，在草創期的營運企劃書中，即把《少週》列為開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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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一，期待長期被忽略的兒少族群，擁有專屬的新聞性節目。

只是，在競爭激烈的媒體環境中，保有不向收視低頭的風骨，

其實不若想像中容易。因而《少週》的存在，代表的是千金承諾，

我們將恪盡新聞從業人員的職責，秉持良知和專業，兌現本節目誕

生之原始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