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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新聞業？ 
 
在台灣，大部分的人對於新聞媒體的印象普遍都不是很好，刻板的認為：

「記者都只會亂問問題啦」、「新聞業應該有內幕吧」、「主播應該是靠

長相吧」等等。儘管如此，還是很多人對於新聞業抱持著憧憬，被他光鮮

亮麗的光環吸引著，能上電視備受矚目，還有機會當一線主播，任誰都可

能懷抱一絲絲的夢想，而我也很好奇媒體業的工作；藉由這一次實習的機

會，終於能親自深入了解這個工作領域，一探究竟。 

 

關於年代新聞－壹電視 

 
我是在年代旗下的壹電視社會組實習，兩家新聞台播報的內容其實大同小

異，基本上是用同樣的內容、畫面，只有標題會有些微的差異。壹電視在

2010年12月正式開播，比起其他電視台算是較年輕的頻道，後來壹電視

於2013年6月被練台生的年代集團買下；主要是壹電視記者出去跑新聞，

再把畫面傳給年代，年代的編輯中心再做編輯。 

 

記者一天的工作/生態 



 
記者一天至少會發兩則新聞，一大早就會出門採訪，在中午十二點前製

作、剪輯完畢 ，趕在午間新聞的時候播報，包含文字記者新聞稿的架構

和訪談的內容，攝影記者的畫面選取與排列，最後再由文字記者過音和上

字幕、攝影記者塞畫面來完成一則大約2分鐘的新聞。下午的新聞時間較

充裕，不會那麼匆忙，在六點前把新聞做好就好，因此有些記者會利用這

段多餘的時間跑線，跑線（run線）的意思就是去警察局泡茶聊天或是去

消防隊走走，透過平時建立好人脈，這對記者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人脈架好才能使事業順利，所以說記者的社會資本累積是很重要的。能

拿到厲害的獨家新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組長告訴我們，不只要孰悉檢

調單位，還必須和相關人物有一定的交情，人脈要很廣也要快速確認事情

的真相，再搶先報導。記者們每天除了跑新聞，再來就是要跑線，警局、

消防局或檢調單位，其實在地檢署跑線是蠻有效率的，因為可以直接看到

判決書，而且很多犯人也會被傳喚過來，可以當場捕捉到最即時的畫面，

但在地檢署的新聞可能就是隔一兩個月，相較起來，派出所給出來的新聞

就相對及時，但就是比較零散、瑣碎的案件。 

 
 

新聞畫面安排的專業術語有NS(natural sound)、 SB(sound bite)等，NS

是畫面的自然音，拍攝當下的現場聲音，SB是被採訪者的聲音 ，寫新聞

稿腦袋中要有畫面感，不像是平面報紙的平鋪直敘，不同新聞線有不同的

新聞稿模式。就社會組而言，很常利用到監視器畫面，監視器畫面最精采

的部分會放在最前面，並且描寫監視器畫面的內容，有一種看圖說故事的

感覺，讓畫面更生動且張力更大，另一個就是密錄器，警察在辦案的時候

會佩戴著，秘錄器又比監視器畫面更精彩，因為監視器畫面沒有聲音，而

秘錄器就會帶著你身歷其境的感覺，開頭用最吸引人的東西觀眾才會有好

奇心繼續看，再來是有目擊民眾的訪問最好，讓觀眾產生興趣與好奇想要



繼續看下去，接著就會帶到時間地點與案情，然後把較無聊的部分警察採

訪放在最後頭，做一個完美的結尾。 

 

社會線新聞 

 
社會組的新聞涵蓋非常廣泛，報導社會上發生的大小事，每天遇到的突發

案件都不同，大至槍殺案、車禍等， 小至吵架、鬧事等，比起其他線的

新聞更多元，因此社會線有「新聞之母」之稱。跑社會線的記者因為「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血肉模糊、長滿蛆蟲、溺斃浮屍等這種見屍如

常、慘不忍睹的恐怖畫面是必須克服的難題，實習期間就有命案，必須到

命案現場，帶領我的記者姊姊說，今年分屍案的時候，他跟著警方到現場

去找回七袋屍體，不是醫護及軍人，卻因採訪而必須看到「恐怖畫面」；

不是警察，卻因採訪而必須衝鋒陷陣，跟監側拍搶頭條；不是救災人員，

卻會為傳回第一手災區報導而受傷或犧牲；不是作家，卻需具備深入淺出

的文筆功力；不是業務員，卻需具備三寸不爛之舌才能讓受訪者開金口；

不是公關經理人，卻需具備隨時與人建立友誼的破冰能力；不是口譯人員

，卻需具備良好外語能力才能勝任出國採訪；不是探險家，卻需具備適應

各種生存環境的能耐，這兩個月我看到每個記者雖然辛苦，但還是充滿著

熱忱在工作著，希望能呈現最好的畫面及文字給觀眾。對於社會線新聞，

無論是寫稿、過音到現場做live其實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除了稿子的用

字要平易近人，運用通俗的文字，因為電視收視的平均教育程度只有國中

而已，再來就是過音的時候不能太像朗讀，必須要像是說故事，闡述給你

的觀眾們聽，帶領他們進入這則新聞，畫面的拍攝和剪輯也都很重要。 

 

 

實習心得 



 

當記者除了可以掌握第一手消息、認識許多朋友，聽到很多生命的故事，

也會因此開始關心自己過去不曾留意的人事物，進而開拓自己視野的深度

與廣度。這工作「充滿未知的挑戰」反而吸引很多人想要踏入，這個工

作、尤其是社會線，的確需要冒險犯難的精神，為了獨家，採訪凶宅的深

夜敢獨自爬樓梯上去嗎？擁有高度好奇心跟熱忱，應該是從事這行最需要

也最基本的條件了。記者這職業，並非單一面向的專業人才，而是需要了

解社會全面的人，才有辦法把新聞做好，透過這次實習，我親身進入這個

工作場域，去了解這份飽受偏見的工作，以社會學的角度去檢視所有謠言

及他們製作新聞的一天，記者工作從來都不如一般人所想那樣簡單，不管

是處在社會組或是其他線，同是記者，面臨了很多不同的困境，也有許 

多相同之處，透過一個月的時間，我從新聞的最初採集一路觀察到最後呈

現在觀眾眼前，記者面臨的是三方的壓力，一為上級指派，組織中的規範

及特定意識形態使他們無法暢所欲言；二為觀眾壓力，一則新聞從記者手

中出去，全台灣、 甚至大至世界的人民都會看見，當自己的名字出現在

一則新聞的最後以示負責，記者必須對自己所產出的新聞負責任；最後第

三方就是自己，內心道德、正義的一把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認為記

者受到一定的情緒勞動所擾，因為沒有完全的客觀，也沒有對於客觀標準

的定義，記者常常和我們說回家完全不想開電視，因為會認為自己還在工

作，他們是一群每天受到資訊轟炸的工作者，有些人下班後還得繼續跑線

，為的就是爭取獨家，即使機會十分渺小，畢竟不是每個警察都會給你獨

家，有時候就是去博感情，盡量讓自己在這個行業有靠山。很多人謾罵許

多記者，或許真的有些人的報導看似十分愚蠢，但有時候選稿、選題材也

不是他們能決定的，在我們批評的背後也有許多人努力著，辛苦的工作，

為的不是那微薄的薪水而是自己心中的夢想跟熱情。 

 



 

如果要勝任記者這個工作，需要具備什麼能力？ 
 

記者不侷限於學歷，最典型的一條路是新聞傳播相關科系。所需能力要有

好奇心、大膽、敏銳的觀察力及衝鋒陷陣的精神、個性正向、夠獨立、還

要會與人「搏感情」。白描法敘事很重要，可以層層帶觀眾進入主題。 

 

一、 當記者文筆重不重要？  

　　記者是靠拿筆工作的人，很多文筆不好的人會擔心不適合擔任記者。

其實記者的文筆也可分好幾個層次──信、達、雅。最初階就是「信」，

也就是可以明白的寫出信息內容。因多數的新聞報導都是採訪得來，所以

大都有他人說話的內容，甚至是提供的書面資料，記者的工作就是將這些

內容，分析其新聞價值後，依新聞報導格式撰寫出來即可。再來就是

「達」，到這個階段，如何更有條理、層次的表達出新聞的重點及內涵是

要著重的部分。最高層次就是「雅」，即能用優美文字呈現出新聞報導內

容，讓閱聽眾能更輕易的擷取到新聞資訊。而以信與達的層次，文筆並不

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要做到雅，那就需要有些文采了。不過，以現在的文

字能力而言，如何用正確的字眼、不要太多的錯別字出現在新聞稿中，才

是首要要做到的事情。  

二、 語文能力重不重要？  

以現在全球化、國際化的趨勢，任何一個行業都會著重語言能力。即使是

你只想「立足台灣」，別忘了對本土語言的訓練，尤其是台語及客語，其



實在很多採訪的場合，台語常是主要溝通的語言，對於基本聽說能力一定

要有。若你想「放眼國際」，那外語能力自是不可少，其中最基本的就是

英語能力。英語能力並不是跑外交路線才需要，即使如體育、醫藥、財經

，有時吸收外電資訊，靠得就是外語。當然，如果除了英語還有其他種語

言能力，有時當機會來時，你的語文能力就成為勝出的關鍵。所以有心從

事記者工作者，宜加強自身的語文能力。  

三、 記者一定要傳播科系畢業？  

　　在業界事實上是有很多記者並不是傳播科系畢業的。對於這種情形，

一些念傳播科系的學生都會很焦慮，認為既然別的科系的學生也都可以跨

足來當記者，那念傳播當記者的優勢何在？以大學四年的傳播教育當然仍

會訓練學生傳播的專業，這部分尤其在新進入媒體這個行業時，自會使傳

播科系畢業的學生比較快進入狀況。但由於新聞要採訪的各行業各有其專

業，當要深入了解問題時，有時本科系的學生就會比較吃香。所以，在大

學時都會鼓勵同學多涉獵不同領域的專業，為自己預做準備，再憑藉著傳

播新聞感訓練的配合，仍會使傳播科系的學生有突出的表現。  

四、 記者的出路？  

　　很多人覺得記者的工作不能做一輩子，這全是個人的決定。事實上還

是有不少人對記者工作懷抱熱忱，對於跑新聞一直有濃厚的興趣，將記者

工作當做終身職志的亦大有人在。記者工作經歷足夠，媒體本身也有不少

行政職務可以升遷，所以記者也是可以在媒體轉入行政管理職。另外，記

者在跑新聞時大都會對主跑路線用心經營，一般都可以累積不少人脈，若



想轉業，時常會利用這些人脈及在路線上得到的專業，投入相關的工作。

如成為公關人員。 

參考資料：新聞採訪與寫作(POD)，銘傳大學新聞學系 

 

現在你有了多一點的職場觀察及工作經驗，如果你想為學弟妹做

職場訓練，你會讓他/她們做些什麼練習？現在假設你是主管，

請列出某項特定任務（並盡量詳細說明之，若能夠，請具體說明

建議方法或步驟），要求你的下屬完成。 
 

首先，閱讀今天所有新聞，選出一個自己感興趣的題材，收集資料後出去

訪談、拍攝，白描法描述這個事件，再加入自己的見解，擬出新聞稿。 

 

 
對於此次的實習工作，你認為系上的訓練有何幫助？ 

在培養學生相關能力上，系上有什麼地方可以加強？ 

在課程規劃上有什麼地方可以調整的？ 
 

我認為系上的訓練，其實對要從事記者這個工作有很大的幫助，社會學是

一門有趣而實用的學科，研究人的行為如何受家庭、朋友、組織、社會，

以至國家和全世界影響。社會學以科學方法分析社會現象，培養學生抽象

理論的推理能力和社會研究的技巧。因此，我們能夠看常識以外的事物，

也能夠按證據來嚴謹分析社會議題和問題。社會學課程很全面，着重理論

及實行方法，涵蓋廣闊的社會議題和社會組織，也研習不同歷史和文化背

景的社會，尤其在大二時修習的社會研究法，我們擬定一個主題，文獻探

討、訪談後再採用社會統計，分析後在結語。這些訓練使我們從多角度



去看社會事件，很多看來是不相干的事件，其實可以有系統地組織起

來，顯示出有條理的模式，記者也是每天都要選定一個新聞題材，收

集資料後去訪問或是採取畫面，再利用自己的文字做出結論呈現給觀

眾，對於社會學的大家其實很有優勢，現在的各家記者其實都運用相

似的畫面及文字，不會有太多獨特的見解或看法，我相信社會學系畢

業的學生一定能寫出不一樣的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