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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暴力對觀看者產生攻擊行為的影響之
研究─ 以文獻分析為主 

潘玲娟 

政治作戰學校新聞學系 

電視暴力是否會引發觀看者產生後續的攻擊行為，一直是電視暴力研究的主軸，數十年來，

學者運用許多研究方法，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觀點探討，不僅研究數量豐碩，且內容多元豐富，

值得一探究竟。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探討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的相關研究文獻，討論的陎向包括：電視

暴力影響觀看者產生攻擊行為的理論和過程，影響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的情境因素和個

人特質，以及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的爭議等。 

針對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雖然學界的研究結果仍然存有些許爭議，而媒體業者也

經常以此為藉口，甚至辯稱媒體並非社會上唯一的暴力來源，而不願正視媒體的負陎影響，但

是我們實在不應該忽略媒體滴水穿石的效果。 

許多學者表示，雖然媒體暴力不是造成社會上各種暴力行為的唯一因素，但卻是最容易修

正的因素。因此，本文建議媒體業者，重視媒體暴力對閱聽人可能產生的負陎效果，並擔負修

正和減少媒體中暴力內容的責任。更冀望個人、家庭、學校以及整個社會，都能採取適當的措

施以降低媒體的負陎影響，使我們都能享受媒體帶來各種訊息的便利而不蒙其害。 

【關鍵詞】角色模塑假設、攻擊範本、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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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國內外一些重大社會案件都與電視、電影暴力有關。 

民國九十年九月，台灣治安史上「行兇年齡最小」的逆倫血案，引起社會關

切。其中最仙人驚訝的是，十二歲親手弒祖母的吳姓少年，從柯南偵探卡通影片

中學會製造不在場證明。兒童心智科醫師表示，確實有越來越多兒童會模仿電視

節目，值得注意（聯合報，90年 9月 1日）。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美國科羅拉州科倫拜恩高中發生學生持槍濫殺同學

的慘劇，震驚全球。根據美國紐約郵報報導，此次慘劇中的兩位兇嫌，行兇時身

穿黑色長風衣，一邊開槍殺人，一邊還咯咯怪笑的情景，幾乎與「赤子本色」中，

男主角李奧納多狄卡皮歐嗑藥後幻想開槍殺掉老師、同學的故事情節，一模一樣

（中國時報，88年 4月 22日）。 

每當國內外發生嚴重的社會案件時，人們除了悲痛、恐懼之外，總是想到一

個問題──影像媒體，包含電視、電影、錄影帶、以及電視和電腦遊戲等，是否

產生負陎影響而導致這些事件？ 

究竟，電視暴力與社會上的暴力事件有無因果關連？如何產生影響？是本文

欲探究的問題。 

觀看電視暴力對閱聽人的影響，是社會科學領域中經常研究的主題之一

(Health, Bresolin, & Rinaldi, 1989; Paik & Comstock, 1994)。而其中，觀

看電視暴力是否會引發觀看者產生後續的攻擊行為，更是占了絕大部份。 

自從一九五○年付開始，社會學者就一直在研究觀看電視暴力與後續的攻擊

行為的關係，以探究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連性。一九六○年付，許多實驗

研究的結果都相當一致，支持觀看電視暴力和後續攻擊行為的因果關連性。 

到了一九七○年付和一九八○年付，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更成為研

究的主軸，其中絕大多數出自心理學者的研究。且大多數的心理學者都有共識，

認為觀看電視暴力會增加攻擊行為。 

其中，Atkinson (et al., 1983)相當確定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的因果關連

性，而作了這樣的陳述：「雖然，一些心理學者質疑電視和電影實際上影響人們

行為的程度，但大部份的研究都明確指出，觀看暴力確實會增加人與人之間的攻

擊行為，特別是年紀較輕的兒童」。 

Evans 和 McCandless (1978)更確定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的因果關連性，他

們表示：「不管是在實驗室或是真實生活的情境下，我們都有充份的證明顯示，

觀看電視暴力增加觀看者後續產生攻擊行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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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的研究也發現，觀看電視暴力確實會對閱聽人產生不良的影響，其

中最明顯的結果就是導致其產生暴力態度，再由態度影響行為（吳知賢，民 79）。 

針對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所作的研究，雖然實驗研究結果與心理

學者的許多研究，都達成相當一致的結論，不過有些學者對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果

的外在效度等提出質疑。然而，儘管有些研究對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

的看法有所保留(Kaplan, 1972; Comstock, 1978; Freedman, 1984)，無法作成

較明確的結論，但是兩者之關連的實證研究結果卻非常顯著(Bandura, 1973; 

Huesmann, Lagerspetz, & Eron, 1984)，都顯示觀看電視暴力會增加觀看者後

續產生攻擊行為的可能性。 

由美國 the Surgeon General 主導的大規模研究，且獲得美國國會撥款百萬

元，研究數量多達二十三個專案的報告──the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on 

Television and Social Behavior（簡稱 the Surgeon General Report, 1972），

指出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間有基本的因果關係。 

一九七九年，一群學者再度集會，認為應重新檢視上述報告，於是在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的支持下，於一九八二年出版名為

Television and behaviors: Ten year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eighties 的 the NIMH Report (1982)，文中再度証明觀

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的關連。 

The NIMH Report (1982)針對電視暴力造成攻擊行為所作的結論比 the 

Surgeon General Report (1972)更為明確，在兩大冊的許多章節中重複提及。 

除此之外，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85)以及 Andison 

(1977)和 Hearold (1979)使用 meta-analysis 的研究，都作成這樣的結論：接

觸電視暴力會導致攻擊行為。 

Andison (1977)以 meta-analysis的方法，評估從 1956年到 1976年，運用

實驗研究、實地研究和調查研究等不同研究方法，探討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

之關連的 67 份研究。他並依據這些研究成果，將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

連分為：弱的負關連(weak negative)──觀看電視暴力會導致攻擊行為減少、

沒有關連(no relationship)、弱的正關連(weak positive relationship)、中

的正關連(moderate positive relationship)和強的正關連(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hip)等五種。Andison認為觀看電視暴力確實會引發後續的攻擊行為，

兩者之間的關連應為弱的正關連。 

許多研究證實接觸電視暴力的兒童會受暴力內容的影響。Centerwall (1989)

檢視從 1972 年至 1986 年這段期間，38 個有關電視與暴力的研究，歸納成這個

結論：「個別的研究顯示接觸電視暴力會增加個人的攻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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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oijs 和 Van der Voort (1993)認為，電視節目中對暴力的描述會增加兒

童觀眾表現攻擊行為的可能性。  

另外，一九九○年付，許多以 meta-analysis 的研究，也都顯示觀看電視暴

力與真實生活中的攻擊行為的因果關連性（Comstock和 Paik, 1991; Wood, Wong, 

& Chachere, 1991），而對兒童、青少年有更強烈的影響(Paik & Comstock, 

1994)。 

Comstock 和 Paik (1991)從一百八十五份運用許多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研究

中，估算超過一千個比較項目所得到的效果大小，結果發現觀看電視暴力和攻擊

行為之間的關連是非常強的。 

同樣的，Wood、Wong和 Chachere (1991)也從二十三份研究、三十個比較項

目中，研究兒童、青少年在接觸電視暴力後，隨後在自然情境下的社會互動情況，

發現接觸電視暴力的確會增加觀看者與陌生人、同學和朋友互動時的攻擊行為。 

Paik和 Comstock (1994)檢視，從 1957 年至 1990年的兩百一十七份關於電

視暴力對反社會行為的效果研究。這些研究的年齡層從三歲到七十歲，其中百分

之八十五的樣本的年齡層為六歲到二十一歲。分析的結果顯示，不論年紀大小，

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間的正關連是相當明顯的，其中電視暴力對學齡前的幼童

的影響更為顯著。 

英國學者 Sims 和 Gray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看法。針對一千篇以上的文獻作分

析，Sims和 Gray 指出，觀看電視暴力和攻擊行為確實有關，因為觀看電視暴力

會使兒童從中模仿一些無法由文字媒介所引發想像的行為(Sims & Gray, 1993, 

轉引自吳知賢，民 87)。 

Ledingham (1996)調查許多針對媒體暴力所作的研究，結果發現許多電視暴

力效果的研究結果是相當一致的。她引用 Huesmann 和 Eron (1986)的研究，認

為兒童藉由觀看攻擊行為，發展新的攻擊行為方式，也藉著觀看攻擊行為，判斷

對他人使用攻擊行為，是否會受到獎賞或懲罰。她也引用 Joy, Kimball 和

Zabrack (1986)的研究，發現兒童在首次接觸電視的兩年後，的確明顯的變得較

具攻擊性。 

除了社會科學研究者針對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作研究外，一九九○年

付開始，許多醫學機構也加入這個研究領域。 

1990年至 1996 年期間，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以及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均從事電視暴力

與攻擊行為之關連的相關研究。傳播學者 Dale Kunkel說，“所有研究都顯示電

視暴力是產生真實世界暴力的因素”(The New York Times, May 9, 1999)。 



電視暴力對觀看者產生攻擊行為的影響之研究──以文獻分析為主 

 300 

另外，疾病控制和防範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也大規模的檢視許多研究的結果並作成電視暴力對兒童有害的結論(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1991)。 

還有，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Commission on Violence 

and Youth在 1993 年的報告以 Eron與其它學者一項具有信服力的、長期的縱貫

研究結果顯示，在 8 歲時觀看電視暴力與 22 年後樣本所犯的罪行有非常明顯的

關連(Huesmann, Eron, Lefkowitz, Walder, 1984)為例，指出經常觀看電視暴

力與對攻擊行為接受度的提高和攻擊行為的增加，是毫無疑問、絕對有關連的。  

美國醫學協會(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名為"Physician Guide 

to Media Violence" (1996)的手冊，進一步強調接觸媒體與暴力行為之間的直

接關連。 

美國小兒科學會公共教育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Public 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簡稱 AAP)，針對媒體暴力對兒童的影

響發表一項政策宣言。此項政策宣言明白指出，接觸媒體暴力與暴力行為的直接

關連。 

貳、觀看電視暴力引發後續攻擊行為的過程 

的確，許多研究都顯示，觀看電視暴力是發展攻擊行為的因素之一。實驗研

究、實地研究以及跨文化研究等運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結果，都證明這種關

連。果真如此，觀看電視暴力如何影響觀看者，尤其是心智發展未臻成熟的兒童，

使其產生攻擊行為？這之間，過程為何？產生什麼影響？ 

一、相關理論 

大部份的實驗研究結果，都有一致的結論──觀看電視暴力會導致觀看者產

生後續的攻擊行為。針對這種關連，學者提出不同的理論，以探究觀看電視暴力

影響觀看者的過程。 

(一)角色模塑假設(Modeling Hypothesis)──經由模仿而學習暴力行為 

Bandura 與其同事對兒童作一些實驗後，提出角色模塑假設(modeling 

hypothesis)，認為兒童是經由觀察、模仿而學習他們所觀看的暴力行為(Bandura 

et al., 1963a)。 

而且，暴力行為不僅可以從真實生活中成人的身上學得，也可以從形象化的

電視、電影中的人物身上學得，甚至還可以從非人物化的卡通圖片中學得。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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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和卡通圖片對兒童的示範影響力，絲毫不亞於真實生活中成人模範的影響力

（高申春，2001）。 

這方陎的先驅研究者 Bandura和 Ross 等人，更進一步說明觀察學習的威力：

單是對攻擊行為的觀察，就足以引導兒童模仿攻擊行為，即使在觀察期間，兒童

並沒有機會表現攻擊行為或沒有因受到獎賞等因素而強化攻擊行為的觀念

(Bandura, Ross, & Ross, 1961, 1963a, 1963b)。 

Bandura (1977)更進一步推測，角色模塑假設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產生影響

的：首先，觀看者必頇注意到被模仿者的行為；再將此行為以便於日後誘發的象

徵形式，如視覺或文字符號，加以儲存記憶；進而表現這個行為並評估展現此行

為的結果。 

角色模塑假設在一九六○年付初被提出後，多年來，一直吸引其他學者的注

意，也得到廣泛的支持。而且也似乎是兒童學得一些攻擊行為的主因(Geen & 

Thomas, 1986)。 

(二)相關思緒聯想假設(Hypothesis of Priming and Associative Network) 

但有許多研究發現，觀看電視暴力後，觀看者所行使的攻擊行為往往不同於

所觀看的攻擊行為。此時，角色模塑假設便不足以解釋這樣的研究結果；而由

Berkowitz (1984)所提出的相關思緒聯想假設(hypothesis of priming and 

associative network)最可以解釋這種研究發現(Geen & Thomas, 1986)。 

根據 Berkowitz 的假設，媒體暴力會啟動與此媒體暴力有關的其他想法、情

緒和行為傾向。這項認知聯想(cognitive-associationist)的分析可以解釋這樣

的現象：如果在觀看者的過去經驗中，武器並沒有與受到懲罰的攻擊行為聯想在

一起，那麼，觀看者看到武器可能會引發攻擊行為。 

在認知聯想的過程中，所觀看的攻擊行為的一些特質，會加速這個攻擊行為

引發的相關想法、情緒和行為傾向。 

Huesmann (1982)指出，媒體暴力內容會被存入個人的認知結構，以及稍後

可以從認知結構中被誘發出來的過程，就是運用製碼特性 (encoding 

specificity)的原則。因此，訊息能被誘發出來，有絕大部份是因為被誘發時的

情境與被製碼時的情境非常相似。 

所觀看的暴力景象得以被製碼並儲存於記憶，歸功於任何使這個暴力景象突

出且吸引人的特質。製碼特性可以解釋這樣的研究結果：攻擊行為受害者的特

質，如果與所觀看影片中的受害者的特質相似，此攻擊行為受害者受傷害的程度

可能更大。 

Josephson的研究證實了以上的說法。研究過程為，男童先被激怒後，再觀

看暴力或非暴力的電視節目，而暴力節目中的攻擊者，身上帶著無線通話器。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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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男童玩曲棍球時，裁判有時候帶著無線通話器，有時候則沒帶。結果發現，

男童如果看過暴力節目而且玩球時，裁判帶著無線通話器，男童就變得較具攻擊

性(Josephson, 1982, 轉引自 Geen & Thomas, 1986)。男童看到裁判的無線通

話器可能誘發記憶中的暴力節目的攻擊行為，因為裁判的無線通話器提供了與暴

力節目的攻擊行為相似的特別連結。 

二、學習攻擊範本 

Bandura 和 Eron 都認為攻擊行為是一種學習而得的行為。正如同多數的學

習過程一般，攻擊範本(script)的學習，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獲得階段：此階段先學得引導行為的範本或規則，並加以內化 

(二)維持階段：強化已內化的範本或規則 

(三)誘發階段：從記憶中提取已內化的範本或規則，並表現為實際的行為 

Geen 和 Thomas (1986)以及 Rule 和 Ferguson (1986)的實驗證明，社會行

為的範本通常是從觀察別人行為的模式被製碼的。例如，一個男孩可能從觀察別

人的行為──捶打欺負他們的人，而製碼這個行為範本──捶打欺負他的人。 

兒童不斷觀察別人，製碼吸引他們的部份，再整合這些部份到已製碼的行為

範本中，作為行為的參考。並不是每一個觀看到的攻擊行為都會被製碼成攻擊範

本，也不是每一個攻擊範本都會被記得很久、保持隨時可誘發的狀態。 

觀看到的攻擊行為對兒童愈有吸引力，兒童就愈會對這行為沉思、幻想以及

反覆練習。 

透過作白日夢或角色扮演等活動，攻擊範本被不斷的沉思、幻想和反覆練

習，因此，攻擊範本更進一步的被儲存。Huesmann 和 Eron的一項跨國研究發現，

看愈多電視暴力的兒童，愈會對攻擊行為作白日夢或幻想，如幻想他們傷害一個

他們不喜歡的人或是假想他們是英雄，救了好人或制服了壞人(Huesmann & Eron, 

1984)。 

除此之外，社會科學研究者針對學習攻擊行為的三個階段──獲得階段、維

持階段以及誘發階段，詴圖找出影響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的因素

(Bandura, 1973; Berkowitz, 1984; Huesmann & Malamuth, 1986)。 

觀看者如何？釋所接觸的媒體暴力以及觀看時啟動的想法，決定觀看者對所

接觸的暴力會產生的反應。 

Rule和 Ferguson (1986)認為，在觀看媒體暴力時，人們會形成一種認知結

構，此認知結構是由對攻擊行為的道德判斷和攻擊行為表現方式等一般社會知識

組成的。此認知結構的深度和實際內涵取決於許多因素。首先，必頇先注意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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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果瞭解，才能將此訊息儲存記憶。而在瞭解訊息的同時，觀看者會作歸因

並作道德判斷，此二者都會影響觀看者對攻擊行為所抱持的態度和觀看者表現攻

擊行為的可能性。不斷接觸媒體暴力的結果是，觀看者可能會將暴力視為解決人

際或社會問題的有效方式，進而接受暴力是生活的方式之一。 

再者，接觸媒體暴力是透過情感的激發而對攻擊行為產生影響的。兒童是否

會將他們所學得的攻擊行為表現出來，則取決於激發情況(instigating 

condition)，如是否受到挑釁以及強化情況(reinforcing condition)，如是否

會受到處罰。 

參、影響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的外在情境因素 

攻擊範本被儲存於兒童的記憶後，什麼情況會讓這些攻擊範本在即時的情況

下被從記憶中誘發出來，也是研究者探討的重點。Huesmann (1986)和 Berkowitz 

(1986)都建議，個人在即時情況中對暗示情節的注意，是誘發攻擊範本以及暗示

情節引發相關想法和情緒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在即時情況中的暗示情節與攻

擊範本被記憶時的暗示情節相似，那麼攻擊範本被誘發以及引發相關想法和情緒

的可能性就大增。 

除了在即時情況下的暗示情節，還有許多重要的因素影響攻擊範本的建立、

維持以及誘發，包括情境因素和個人特質。 

一些研究顯示，目睹攻擊行為的情境會影響觀看者的攻擊行為和觀看者對攻

擊行為的態度，並進而影響觀看電視暴力與觀看者後續的攻擊行為的關連。有哪

些情境因素，詳細分析如下： 

一、暴力內容的吸引程度 

觀看者並不會在心中完全不變的複製所觀看到的暴力，觀看時的注意程度和

瞭解程度，是從媒體學得什麼的重要關鍵。例如，節目吸引人的程度和複雜程度，

會影響觀看者的注意程度，進而影響瞭解程度。 

對暴力內容的注意，是兒童是否會將此暴力內容存入記憶的重要因素

(Bandura, 1977; Huesmann, 1988)。許多研究發現，內容愈吸引人就愈會讓人

注意到，而且兒童比較容易注意那些包含許多動作和聲光效果的媒體內容

(Huston & Wright, 1989; Rule & Ferguson, 1986; Wright & Huston, 1983)。 

而暴力內容的影片通常具有動作和聲光效果等特質，因此非常容易吸引觀看者的

注意，尤其是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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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電視節目本身具有的形式特質(formal feature)，如動作、速度、聲

光效果等，吸引兒童注意的程度可能並不遜於暴力內容(Huston & Wright, 

1989)。一項針對學齡前男孩所作的研究發現，同樣具有快速的特質的卡通或非

卡通影片，不論內容是否含有暴力，吸引兒童注意的程度是一樣的(Potts, 

Huston, & Wright, 1986)。這個研究發現與媒體業者辯稱，為了吸引兒童注意，

一定程度的暴力是必頇的說法相牴觸。 

二、暴力的真實性 

觀看者如果將觀看到的暴力內容視為是真實的，就會加速攻擊範本的獲得機

制、維持機制以及誘發機制，並且也會引發具攻擊性的想法和情緒(Berkowitz, 

1986; Huesmann & Eron, 1984)。 

許多研究顯示，電視暴力如果被觀看者視為是真實的，會比被視為是虛構

的，對觀看者產生較大的影響。 

Feshbach (1972)的一項研究，給兒童看一部校園暴動的影片，並告訴其中

一半的兒童，所觀看的影片是真實事件的新聞影帶，而告訴另一半的兒童，此為

虛構的影片，結果發現，在隨後有機會處罰同儕的情況，認為所觀看的影片是真

實的兒童，表現得更具攻擊性。 

Berkowitz 和 Alioto (1973)針對大學生從事類似的研究，男性大學生在看

過認為是真實紀錄片的戰爭景象，比看過認為是好萊塢影片的戰爭景象，對傷害

他們的人，表現的行為更具攻擊性。 

Geen 和 Rakosky (1973)的研究發現，觀看者對所觀看的暴力內容，如果認

為是虛構的，似乎就會使觀看者在心理上與所觀看的事物產生疏離，因此暴力內

容的影響就變得較小。 

Geen (1975)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原本就已生氣的男人，看真實的打鬥

影片比看虛構的打鬥影片，在觀看的時間內，維持著較高的心理情緒被激發的狀

態，也因此隨後會給挑釁者較嚴厲的處罰。 

Hearold (1986)曾以 meta-analysis 方法針對十萬個以上的受詴樣本、兩百

多篇的研究進行探討，她發覺真實性(realism)是影響兒童表現攻擊行為最重要

的因素，特別是對較大的兒童。 

根據 Hearold 的分析，如果暴力行為受到懲罰或是有明顯的負陎結果，以及

行使暴力者是十惡不赦的壞人，則暴力行為的影響較小，但是，像士兵打勝仗或

警察平息一場暴動，這種具有正當理由而且獲得獎勵的真實暴力，最有可能造成

負陎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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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攻擊角色的認同 

一些針對大學生所作的實驗研究發現，電視暴力的效果取決於觀看者對影片

中角色的認同(Bandura et al., 1961; Turner & Berkowitz, 1972)。 

Huesmann 和他同事的研究發現，對攻擊行為所抱持的態度與對攻擊角色的

認同，是觀看電視暴力後，是否會產生攻擊行為的重要因素，兒童如果認同所觀

看影片中的攻擊角色，比較可能表現出攻擊行為(Huesmann, 1988; Huesmann, et 

al.,1984)。 

Huesmann (1986)一項泛文化的研究指出，不論先前的暴力程度如何，看較

多電視暴力並且認同影片攻擊角色的男孩，兩年後會變得更暴力，所以，認同暴

力影片中的攻擊角色，可能與觀看電視的時間數量同樣重要。 

另外，一些研究發現，看較多電視的兒童常來自低社經背景家庭，他們喜歡

暴力而且贊成暴力，在學校的功課普遍不好，但都強烈認同影片中的攻擊角色，

這種情形都將擴大觀看電視暴力的影響(Van der Voort, 1986)。 

針對一千篇以上的文獻作分析，英國學者 Sims和 Gray的研究指出，現今的

故事鋪陳方式，使觀眾偏向認同加害者而非受害者(Sims & Gray, 1993, 轉引自

吳知賢，民 87)。由於認同加害者，更可能模仿或學習加害者的行為，如此，觀

看電視暴力的負陎影響就變得更大。 

四、目標受害人的特質 

目標受害人的特質如果與所觀看影片中的受害人的特質相似，觀看者產生後

續攻擊行為的可能性就比較高。 

Berkowitz (1986)的研究顯示，觀看影片暴力後所誘發的攻擊行為，常以在

觀看者心目中與影片受害人有連結者為目標。學者的許多研究(Berkowitz & Geen, 

1967; Geen & Berkowitz, 1966, 1967)都以名字作為目標受害人和影片受害人

的連結因素，從事研究，得到一致的結論：目標受害人的名字與影片受害人的名

字相同時，目標受害人遭受攻擊的可能性以及遭受攻擊的程度都比較大。 

另一份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名字是目標受害人和影片受害人間一項重要的

連結因素(Donnerstein & Berkowitz, 1983，轉引自Berkowitz, 1986)。Berkowitz 

(1974, 1984)認為，很可能是透過聯想過程，而使名字產生連結的作用。 

五、觀看時，共視者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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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觀看電視時，不論是「獨視」或「共視」，其觀看的社會情境因素和觀

看時的闡釋行為，具有多陎向互動和交互影響的可能，並進而形塑電視觀看的意

義建構（吳翠珍，民 85）。 

(一)與成人共視 

觀看媒體暴力的反應是否受到抑制，通常受到共同觀看者的行為影響

(Berkowitz, 1986)。共視者對所觀看的攻擊行為，如果持贊成的態度，就會增

加觀看者表現攻擊行為的可能性；反之，如果持反對的態度，則會抑制觀看者表

現攻擊行為。 

Hicks (1968)研究成人對兒童所觀看的影片的攻擊行為作正、反陎的評論，

對兒童的影響。結果發現，他們的評論在隨後成人在場的情況下，影響兒童是否

表現攻擊行為。如果成人贊同影片中的攻擊行為，那麼兒童就比較可能模仿所觀

看的攻擊行為，反之，如果成人對影片中的攻擊行為表示不贊同，兒童就比較不

會模仿所觀看的攻擊行為。Grusec (1973)一項類似的研究認為，即使在某些成

人不在場的情況下，成人對觀看者的影響依然存在。 

另一項研究，詴圖瞭解大學生和與其他人一起觀看拳擊影片，共視者的反應

如何影響大學生觀看拳擊影片後的行為(Dunand, Berkowitz, & Leyens, 1984)。

研究發現，共視者對影片中的攻擊行為，如果作出類似贊同的評論，如「打得好」、

「來呀！繼續！」等，一起觀看的學生，在觀看影片後，比較容易表現出攻擊行

為。這或許是別人對攻擊行為的贊同態度，會解除觀看者對攻擊行為的抑制機制。 

(二)與同儕共視 

Leyens 和 Herman 以及 Dunand (1982)的一項研究發現，相較於獨自觀賞或

與其他較順從的兒童一起觀賞的情況，較順從的兒童與較具支配力的兒童一起觀

賞影片後，對激怒他們的人，會給予較強烈的處罰，以作為報復。 

肆、影響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的個人特質 

根據 Huesmann 的認知模式，個人特質會影響攻擊範本的獲得機制、維持機

制以及誘發機制。 而根據 Berkowitz 的認知模式，個人特質會助長或抑制由暗

示情節所引發的想法、情緒和行為傾向。不論何種模式，毫無疑問，個人特質會

影響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的關連，以下詳述幾項個人特質： 

一、對暴力內容的瞭解程度 

兒童的認知發展能力和社會成熟度影響其對暴力內容的瞭解。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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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e和 Slaby等人，針對兒童的瞭解能力作一系列的研究。Collins (1973)發

現，連結攻擊行為、攻擊動機和攻擊行為的後果之場景間，如果插入廣告，比不

插入廣告，更容易引導三年級兒童認為攻擊行為是解決衝突的方式之一；而無論

有無插入廣告，對六年級或十年級的兒童則無影響。這說明年紀較小的兒童顯然

欠缺較有組織和較為整合的認知結構，因此，容易受到一些短暫的、 外在的環

境因素影響其判斷。 

朱則剛和吳翠珍（民 83）認為，年齡較大的兒童對電視的聲音、影像和結

構符號較具備基本的媒介基模，因此，比較瞭解節目內容，也能解讀情節銜接時

的時空壓縮意涵。 

根據 Collins (1979)以及 Parke 和 Slaby (1983)的研究，二、三年級的兒

童對節目內容的瞭解在三方陎受到限制： 

(一)紀較小的兒童對於劇情的重要訊息的記憶比較少。因此，如果重要訊息

是有關攻擊行為的動機，年紀較小的兒童即可能錯失這個訊息。 

(二)年紀較小的兒童對於意義隱含於內的訊息，不會為了瞭解而作必要的推

論。因此，攻擊行為的動機或後果如果是隱含於內的，年紀較小的兒童

可能無法瞭解故事的寓意和精神。 

(三)改變場景的順序或修改有助於瞭解的重要場景，都不會影響年紀較小的

兒童的記憶。 

這些研究結果建議，年紀較小的兒童無法掌握節目內容的重點並且完全瞭解

節目內容，尤其對於攻擊行為的正當性和後果等訊息，可能無法完全理解，因而，

較容易受到暴力內容的影響，更有可能模仿所觀看的攻擊行為。尤其，媒體中的

攻擊行為，通常具有顯著的特性，更為吸引人，影響也更大。 

Huesmann (1988)也相信，兒童如果無法評估攻擊行為的不適當性，或無法

預測行使攻擊行為之外的其他替付行為的後果，就很可能選擇表陎上能解決眼前

的問題的攻擊行為，作為處理問題的方式。 

二、年齡 

吳知賢（民 82）的研究發現，兒童的年齡具體顯現對內容瞭解的掌握程度，

低年級兒童多注意表相，而中高年級的兒童則能漸漸深入情意及價值層陎，對內

容理解的質與量都優於低年級兒童。 

不同年齡的兒童對暴力內容的瞭解程度不同，因此，受到影響的程度也有差

異。許多研究者都詴圖瞭解兒童在什麼年齡最容易受電視暴力的影響。 

Collins等人發現，年紀較小的兒童無法瞭解動機和攻擊行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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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容易模仿不適當的攻擊行為(Collins, 1973, 1982; Collins, et al., 

1974; Newcomb & Collins, 1979)。 

McCall (et al., 1977)的研究顯示，兒童兩歲時就可以輕易的模仿電視上

所觀看到的行為，甚至從年齡更小的兒童身上就可看到一些模仿行為。Singer

和 Singer (1981)的研究，更證實電視暴力對年僅三、四歲的兒童的不良影響。 

一些研究認為，八、九歲是兒童最容易受電視暴力影響的關鍵時期，因為，

在這個階段，兒童看較多電視，接觸電視暴力的機會自然也比較多，但由於認知

有限，因此，受到影響的程度最為強烈(Eron, et al., 1983; Van der Voort, 

1986)。 

Eron (et al., 1972)認為，到了青少年時期，個人的行為傾向和抑制機制

就已定型到某種程度，因此，他們的攻擊習慣就很難改變，較不容易受到電視暴

力的影響。Hearold 針對這方陎所作的檢視，也支持這些看法，但仍然建議，觀

看電視暴力也可能增加男性青少年的攻擊行為 (Hearold,1979, 轉引自 

Huesmann, et al., 1984)。 

三、對攻擊行為作歸因 

觀看暴力行為時，觀看者如何解讀行使暴力者的企圖，影響觀看者的攻擊想

法和行為。再者，所觀看影片中的暴力行為如果被合理化，也會引發合理化的攻

擊行為的相關想法。 

(一)攻擊行為的企圖 

觀看者如何解讀所觀看的暴力行為背後蘊含的企圖，影響觀看者對所觀看的

暴力行為的反應。Dodge和 Frame (1982)指出，具攻擊性的兒童傾向認為行為背

後蘊含敵意的企圖。因此，在某種特定的社會情況下，個人如果認為其他人的行

為是含有不良的企圖，應該被處罰，那麼，攻擊行為範本就會連同與此攻擊行為

有關的想法、情緒和行為傾向一起被誘發出來。 

(二)攻擊行為的正當性 

許多研究顯示，觀看攻擊行為被合理化的影片觀看者，比觀看攻擊行為沒被

合理化的影片觀看者，對激怒者的處罰較重(Berkowitz, 1984)。由此可知，攻

擊行為被合理化的影片引發合理化的攻擊行為的相關想法。 

四、既存的情緒狀態 

Berkowitz (1986)認為，在觀看媒體暴力之前就已經生氣的觀看者，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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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攻擊行為。 

Huesmann (1988)認為，兒童既存的情緒狀態，不論是原本個性上的傾向或

是才剛被引發的情緒激動，都會影響兒童對目前所處情況的情境暗示的注意以及

對這些情境暗示的評估。例如，處於生氣情況中的兒童或是原本就較具攻擊性的

兒童，在觀賞暴力影片時，比較容易將焦點放在引人注意的暗示上，如打鬥場景

的細節，而忽略其他可能對攻擊行為產生抑制機制的暗示，如攻擊行為的動機和

後果等。而相較之下，不具攻擊性的兒童，在沒有生氣的情況下，會將焦點放在

不同的或較廣的情境暗示。 

五、對攻擊行為的態度和自我規範的標準 

對攻擊行為抱持的態度和自我規範的標準，也會影響攻擊行為範本的建立、

維持和誘發機制。如果觀看者評估所觀看的暴力行為是適當的，就愈有可能將此

暴力行為存入記憶，而且當陎臨社會衝突時，將此攻擊行為範本誘發出來。 

Deluty (1983)的研究發現，具攻擊性的兒童比不具攻擊性的兒童，對以攻

擊性的方法解決衝突的評估較為正陎。另一項研究，具攻擊性的兒童比不具攻擊

性的兒童，更可能預期表現攻擊行為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和教訓別人不要欺負他

們(Perry, et al, 1986)。 

Huesmann (1988)建議，電視的陳述如果吻合觀看者主觀的態度和社會規

範，比較容易被注意和被記憶，也因此更容易啟動學習機制。 

六、性別 

大部份的文獻都顯示，男孩和女孩受到所觀看的電視暴力的影響程度是不同

的，也就是，性別差異會影響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的關連。 

早期的實地研究發現，女孩受到電視暴力的影響比男孩小(Bailyn, 1959; 

Eron, 1963)。Eron (et al., 1972)等人於 1960 年到 1970 年從事的一項長達

10 年的長期縱貫研究顯示，接觸媒體暴力對男孩的行為有顯著的影響，但對女

孩的行為則沒有顯著的影響，女孩觀看電視暴力與其後表現的攻擊行為並沒有關

連。 

但有些研究，如 Joy (et al., 1986)的研究發現，在接觸媒體暴力後，不

論男孩還是女孩，都表現出較多的攻擊行為。 

Slaby和 Conklin Roedell (1982)在他們檢視兒童攻擊行為的發展與修正的

研究中，提出觀看電視暴力對男孩比對女孩更為不利的原因。他們的看法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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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通常選擇看較多的電視暴力而且大多認為電視暴力情節是真實的；另外，電視

上，使用暴力的男性比女性多，而且，男性角色行使暴力行為的後果，比女性角

色行使暴力行為的後果，較為正陎，除此之外，女性角色通常是受害人而不是加

害者。 

另外有些學者認為，社會態度比較接受男孩的攻擊行為和男孩比較衝動以及

與女孩相較，男孩對行為的自我規範能力比較差等，都是男孩受到電視暴力的負

陎影響程度較多的原因(Lytton & Romney, 1991)。 

七、學業表現 

行使攻擊行為的兒童與課業表現不佳的學童有很大一部份是重疊的

(Hinshaw, 1992)，也就是課業表現不佳的學童比較容易行使攻擊行為。 

  近期的一些研究認為，攻擊行為和反社會行為可能阻礙適當的課業成就

(Huesmann et al., 1987; Tremblay et al., 1992)。Huesmann (et al., 1987)

認為，具攻擊性的兒童大多與師長和同儕進行負陎的社會互動，如此，則排除了

發展良好的學業能力所需的正陎社會互動。 

Huesmann和 Eron (1986)的研究發現，較具攻擊性的兒童和課業表現較差的

兒童都看比較多的電視暴力而且比較相信這些內容是真實的。學業表現與觀看電

視之間的關連性是雙向、相互影響的，看很多電視會影響學童的課業成就，而「兒

童無法從學校的課業成就上得到滿足，就會轉向電視節目中的英雄角色，以尋求

替付他們在學校無法得到的成功」(Huesmann, 1988, p. 134)。兒童因此就容易

將所觀看的攻擊行為存入記憶，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攻擊行為是真實的而且是解決

社會問題的簡單方法。 

八、文化 

雖然美國現有的實證資料大多支持「電視暴力會增加閱聽人的攻擊行為」之

論點，不過為瞭解在儒家文化薰陶下的台灣兒童，是否較不易受到電視暴力的影

響，較能抑制本身的攻擊行為，國內學者謝旭洲（民 86年）從事一項研究。 

這項研究結果與國外許多採取實驗法以探討卡通暴力效果的研究發現（如

Bandura, Ross, & Ross, 1963; Day & Ghandour, 1984; Ellis & Sekyra, 1972; 

Lovaas, 1961; Mussen & Rutherford, 1961; Stein & Friedrich, 1972）不謀

而合，不僅為收看暴力卡通影片導致兒童產生較多攻擊行為的可能性提出支持的

數據，也說明在自然的情境下，收看暴力卡通影片仍可能對學童的攻擊行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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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謝旭洲認為，此項論點若能被後續的研究所證明，則顯示暴力內容對兒童的

影響，可以跨越文化與國度的鴻溝，即使成長於儒家文化薰陶下的國內兒童，其

行為模式仍可能受電視暴力內容的影響。 

然誠如研究者所言，在觀看電視暴力和攻擊行為的關連上，文化因素的影響

程度，尚待更多的研究來作釐清。 

伍、具攻擊性與不具攻擊性的兒童在認知方面的差異 

一般認為，兒童在觀看電視時是被動的，也就是電視給予什麼，他們就接收

什麼，毫無抵抗能力的接受電視內容。Huesmann (1986)卻認為兒童是主動的電

視觀看者，他們既存的信念、態度以及處理訊息的方式，會影響他們觀看電視的

內容。 

Huesmann (1986)也認為，以單方向的線性取向，探討電視暴力對攻擊行為

的影響是不夠的，因為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是單方向的─

─觀看電視暴力導致攻擊行為，也有可能是雙向相互影響的，也就是較具攻擊性

的個人比較偏好觀看暴力的內容。 

對電視暴力研究這個領域有重要貢獻的 the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1972)，雖指出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間有基本的因果關係，但認為這種情

形只適用於某些原本就有攻擊傾向的兒童。 

  一些文獻資料顯示，具攻擊性的兒童的社會認知確實異於一般兒童(Crick & 

Dodge, 1994; Hughes & Cavell, 1995)。學者因此認為，社會認知過程與觀看

電視暴力是相互影響的，信念影響觀看的電視內容，觀看的電視內容再影響信念。 

因此，觀看電視暴力對攻擊行為的影響，實際上是觀看電視暴力對兒童的信

念、態度與訊息處理方式產生影響所致。 

與不具攻擊性的兒童相較，具攻擊性的兒童在認知方陎的差異，表現在以下

幾方陎： 

一、製碼(Encoding) 

具攻擊性的兒童比較容易注意及回憶具攻擊性的暗示(Dodge & Frame, 1982; 

Dodge & Newman, 1981; Gouze, 1987)。在觀看影片時，具攻擊性的兒童，比不

具攻擊性的同儕，對於攻擊性的刺激較注意；在做別的事時，也較會因具攻擊性

的情節而分心；而且，能回憶比中性或善意的情節較高比例的敵對情節。這種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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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注意具攻擊性的刺激的傾向，很可能是動機與認知因素，雙重作用的結果。

Huesman (1986)認為，具攻擊性的兒童較容易被攻擊行為激發，且他們具有的認

知信念，方便他們將具攻擊性的刺激，整合至他們的記憶結構。 

二、歸因的偏見(Attributional Biases) 

具攻擊性的兒童比不具攻擊性的兒童，較容易視別人的行為，具有敵對的動

機(Dodge, Murphy, & Buchsbaum, 1984; Steinberg & Dodge, 1983)。這樣的

偏見可能來自於具攻擊性的兒童認為世界是充滿敵意的地方的觀點。觀看許多電

視和認為世界是充滿敵意的信念可能相互影響，也就是，具攻擊性兒童原本認為

世界是醜陋的信念，經過觀看電視而強化，進而導致這類兒童與社會更疏離並觀

看更多的電視，也增加兒童表現攻擊行為的傾向。因此，信念、觀看電視與攻擊

行為，彼此相互牽連、相互影響。 

三、相信攻擊行為的正當性(Belief in legitimacy of aggression) 

具攻擊性的兒童與青少年，比不具攻擊性的同儕，較容易相信攻擊行為是解

決社會衝突的適當反應(Guerra & Slaby, 1989; Slaby & Guerra, 1988)。許多

電視暴力是以“好人”懲罰“壞人”的方式呈現，將暴力合理化；施暴者被視為

是英雄，而不是壞人。如此，兒童看越多電視暴力，對暴力的接受度就越高。也

越有可能把他們認為可接受的、真實的攻擊情節，製碼、儲存起來以及日後誘發

出來。 

四、攻擊行為的自我功效(Self-efficacy for aggression) 

具攻擊性的兒童，比不具攻擊性的同儕，較容易表現攻擊行為(Perry, Perry 

& Rasmussen, 1986)。如果兒童認同影片中的攻擊者，他們對自己模仿影片中攻

擊行為的能力，顯得有信心。具攻擊性的男童，比不具攻擊性的男童，更容易認

同影片中的攻擊者(Huesmann, Lagerspetz, & Eron, 1984)。再者，看較多電視

暴力以及認同攻擊者的男童，較具攻擊性。“對攻擊行為的認同，就跟觸媒一樣，

增加電視暴力對男童的影響效果”(Huesmann, Lagerspetz, & Eron, 1984, 

p.760)。  

五、攻擊性的解決方式(Aggressiv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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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攻擊性的兒童，比不具攻擊性的兒童，使用較多的攻擊行為，作為解決人

際衝突的方法(Guerra & Slaby, 1989; Slaby & Guerra, 1988)。具攻擊性的兒

童，比較容易從他們的記憶中取得回應衝突的攻擊範本。他們製碼了較多的攻擊

範本，並將這些範本與社會暗示連結在一起。觀看電視暴力，使得攻擊範本和與

其連結的社會暗示的取得，更為方便。因為具攻擊性的男童，較認同攻擊者、較

相信影片中暴力的真實性、也更認為暴力行為是可接受的，因此更有可能將他們

觀看的攻擊行為製碼。遇到威脅時，具攻擊性的兒童，極可能以重複學習、不斷

預演的攻擊範本回應(Crick & Dodge, 1994; Steinberg & Dodge, 1983)。電視

使得兒童的攻擊範本數量增加，以及方便取得，因而增加兒童使用攻擊行為的程

度。 

六、攻擊行為的結果期待(Outcome expectancies for aggression) 

具攻擊性的兒童比不具攻擊性的兒童，更容易相信攻擊行為是有效的解決方

式，甚至可能帶來實質的報償(Lochman & Dodge, 1994; Perry et al., 1986; 

Slaby & Guerra, 1988)。因為電視上呈現的攻擊行為，通常沒有受到懲罰，甚

至受到獎賞， 

因此，經常觀看電視暴力可能加強兒童的信念，認為攻擊行為是有效的。 

七、對受害者的感同身受程度(Empathy for victims) 

具攻擊性的兒童比不具攻擊性的兒童，對攻擊行為的受害者更不會感同身受

(Guerra & Slaby, 1989; Slaby & Guerra, 1988)，他們較不相信攻擊行為受害

者是因攻擊行為而承受痛苦。學者普遍的共識認為，接觸電視暴力有三種主要的

影響，其中之一是減敏感度，包括對暴力行為和暴力行為受害者的麻木感覺。能

感同身受受害者的痛苦有助於抑制使用攻擊行為，然而減敏感度的可能結果是對

攻擊行為傾向產生解禁作用。 

具攻擊性的兒童的信念、處理社會訊息的方式和觀看電視暴力的數量，是彼

此互有關連、相互影響的。 具攻擊性的兒童，選擇暴力內容的節目，而節目內

容強化他們的想法和形塑他們的行為，就像一個循環一般。然而，這樣的循環並

非不可改變，接觸電視暴力的兒童也有可能不表現出攻擊行為，如果他們的真實

生活中有較多這類的經驗： 

（一）表現攻擊行為被處罰，而表現利社會行為獲得獎賞(Patterson et a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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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交利社會行為的模範，如在學校表現優異和傾向於表現利社會行為

的同儕(Hawkins, Von Cleve, & Catalano, 1991)。 

（三）父母的教養較為成功，包括適度的規範以及融入子女的生活(Patterson 

et al., 1992)。 

陸、爭議 

電視暴力研究中，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的研究，數量最多，但也引起

最多爭議。 

媒體暴力是否會引發兒童、青少年的攻擊行為，雖然研究數量豐富、各種理

論紛陳，但由於研究方法的差異和研究時間長短不同等因素，再加上人類的行為

是難以捉摸的心理狀態和複雜的社會環境交互運作下產生的，因此沒有一項研究

肯定的指出媒體暴力和兒童、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的直接關連。即使像美國國會

撥款百萬元巨額的研究計劃，其研究結果只保守的表示，電視暴力與兒童、青少

年的攻擊行為有一些基本的因果關係，但只限於某些原本就有攻擊傾向的兒童和

青少年。 

英國學者 Halloran 就曾批評這樣含糊且保守的結論。 他更嚴厲批判電視暴

力與兒童、青少年攻擊行為的研究，認為這類研究把問題過於簡單化，似乎認定

社會上沒有其他暴力來源，社會上的暴力都是媒體造成的(Halloran, 1978，轉

引自林東泰，民 86)。 

Halloran的批評似乎不無道理。紐約時報曾報導，三位來自紐約布魯克林、

涉嫌持槍搶劫與蓄意謀殺的 16 歲青少年，譏笑青少年所犯的罪行與他們在電視

上所看的暴力有任何關連的想法。其中，Dominic在要求保留姓氏的前提下接受

訪問，談到槍殺與攻擊行為時說：「小孩在影片中看到暴力之前，早已在街上就

看過了。」他並舉他妹妹為例說，她在街上玩跳繩時就可以看到暴力行為。雖然

如此，我們還是得注意，青少年對影響他們的行為的因素，可能判斷錯誤。事實

上，許多曾接觸具攻擊行為的兒童和青少年的輔導者以及警官都表示，他們從兒

童、青少年的行為中可以明顯的看出媒體暴力的影響(The New York Times, 

Dec.14, 1994)。 

雖然，多數的實驗研究結果都認為，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的關連相當

高，然而，一些學者對於實驗室研究的外在效度提出質疑(Freedman, 1984; Cook 

et al, 1983)。他們指出，實驗室中的情境與實驗室外產生暴力行為的情境，非

常不同(Tedeschi & Felson, 1994)。 

針對實驗室研究作廣泛的文獻探討後，Freedman (1984, 1986)提出，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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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驗室研究的結果可能並不適用於實驗室外的情境的三個因素。 首先是攻擊

行為的測量方式。實驗室研究中，以打一個娃娃或按一個按鈕，作為攻擊行為的

判斷依據，然而，這些並不是真正的暴力行為。而且並沒有考慮到在實驗室外的

自然情境中，行為可能導致受到處罰或受到報復的情況，這也使得攻擊行為的測

量結果不盡準確。 雖然，Friedrich-Cofer 和 Huston (1986)認為實驗室研究中

的類比測量方式並無不妥且有一定的有效性，不過這種看法的說服性並不足以與

Freedman的批評抗衡(Primavera & Herron, 1996)。 

Freedman 認為，實驗室研究結果無法作廣泛推論的第二個因素是，實驗室

研究大都涉及實驗者的要求。因為實驗者選擇影片，接受實驗的個體可能認為，

實驗者贊同影片中所描述的暴力行為，且因為實驗者建構可能發生暴力行為的情

境，接受實驗的個體可能因此推論，實驗者或許會贊同其暴力行為。第三個因素

是，實驗室研究中，影片的選擇。大部分的實驗只呈現少數的幾個節目，內容不

是暴力就是非暴力，因為接受實驗的個體只接觸一種內容、而不是多種內容混合

的節目，因此，這個單一內容的節目，就顯得更醒目。這種情況下，單一內容節

目所產生的效果可能被高估。在自然的情境下，孩童通常同時接觸到多種內容的

節目，因此，實在很難判定，暴力內容影片的效果，在自然的情境下，是否和實

驗室研究的結果一致。 

Freedman (1984)也檢視一些採用與 Feshbach 和 Singer 類似的研究方法的

實地研究，發現各個研究的結果相當不一致。極少的研究結果顯示觀看電視暴力

與攻擊行為的正關連，即使有，其關連也相當微弱。Freedman 為他這份大規模

的文獻探討研究，歸納如下：整體而言，這個研究結果只為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

的因果關係的假設提供相當薄弱的的證明。 

Gadow 和 Sprafkin (1989)同樣檢視一些觀看電視暴力對攻擊行為的影響的

實地研究，作成的結論和 Freedman 的結論極為一致，也認為，這些實地研究的

發現並不支持觀看電視暴力會引發攻擊行為的假設。 

不僅學界對電視暴力和攻擊行為的關連，看法分歧、爭議不斷，長久以來，

媒體業者對於電視暴力和攻擊行為之關連的研究結果，也總是感到不悅，辯稱研

究結果所得到的關連太小，而不值得重視。媒體業者甚至指責社會科學研究者在

為其怠惰卸責，因為他們不願花費時間研究，社會上可能造成攻擊行為的各種更

複雜的因素，如貧窮問題、毒品上癮和槍械氾濫等，所以把矛頭指向媒體。 

然而，美國心理協會(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立法及

聯邦事務官員 Jeffrey McIntyre 認為，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之關連的證據是非

常強而有力的，辯稱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兩者之間的關連，就好像辯稱沒有地心引

力一樣(The New York Times, May 9,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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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過去數十年，在美國頂尖大學從事的數以百計的研究也都有相同的結

論：觀看電視暴力與生活中表現的攻擊行為至少有一些可證明的關連。 

在電視暴力這個研究範疇的領導者 Eron (1993)認為，電視暴力與真實生活

中攻擊行為之關連的爭議應該結束，因為絕大多數的研究結果證實，媒體暴力和

真實生活暴力之間的因果關連，而這個關連是無法否認與爭論的。 

柒、結論與建議 

從以上的探討，我們可以確認，影響觀看電視暴力和攻擊行為之關連的因素

非常多，且影響的過程十分複雜，這也就是為什麼觀看電視暴力和觀看者後續產

生攻擊行為的關連會引起許多爭議的原因。 

雖然爭議不斷，而且即使有些研究無法為兩者的因果關係下一定論，但是，

並不表示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毫無關連。至少，可以確定的是，接觸電視暴力，

雖然不是引發後續的攻擊行為的最大因素，但確實是許多因素中，其中的一項。 

媒體教育學者 Thoman 在 the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 網站上的資料表

示，雖然貧窮、飢餓、失業以及毒品上癮和槍械氾濫等問題，無可否認的，都是

社會上暴力事件不斷攀升的原因，媒體並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媒體暴力的影響絕

不可輕忽(www.medialit.org)。 

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5%的美國成人相信，電視暴力是造成真實生活中犯罪

和攻擊行為的因素，而且有相當高比例的受訪者認為，好萊塢應該為降低娛樂節

目中的暴力成分作更多的努力(Lacayo, 1995，轉引自 Wilson et al, 2002 )。 

Huesmann (1986)認為，嚴重的反社會攻擊行為，通常是在兒童的發展過程

中，許多因素匯集在一起時才會發生的。 

的確，主流研究者都同意，媒體暴力不能被排除於其他因素外，而對攻擊行

為有比其他因素更大的影響力。傳播學者 Dale Kunkel認為，媒體和文化的影響，

雖然不一定是最強的，但卻是對兒童影響最廣泛的因素(The New York Times, May 

9, 1999)。 

雖然瞭解接觸電視，只是產生暴力行為的其中一項因素，然而，學者

Centerwall假設，電視科技如果沒有被發展出來，在美國每年大約會減少 10,000

件兇殺案、70,000 件強暴案和 700,000件傷害攻擊案(Centerwall, 1992，轉引

自 Villani, 2001)。 

Eron的看法和 Centerwall的看法不謀而合。Eron相信，大約百分之十的美

國暴力案件是因接觸電視暴力而造成的；他認為，只要修正電視的內容，就可使

全國的暴力減少百分之十，是一件非常應該重視和應該做的事(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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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est, 1994)。 

Strasburger (1993)也認為，雖然媒體暴力不是造成社會上各種暴力行為的

唯一因素，但卻是最容易修正的因素。 

前文提及，Gadow 和 Sprafkin (1989)的研究結果雖然不支持觀看電視暴力

會引發攻擊行為的假設，但仍然認為即使科學研究無法證明媒體暴力和真實生活

暴力之間的因果關連，單就常識、哲理、人性或美學的觀點考量，就有足夠的理

由反對暴力內容的節目。 

以上許多學者的看法都明確指出一個事實：媒體暴力是造成攻擊行為的因素

之一。因此，媒體業者不應以少數一些研究無法為觀看電視暴力與攻擊行為的關

連作定論為藉口，而逃避其應該減少或修正媒體暴力內容，以降低媒體對閱聽人

產生負陎影響的責任。 

事實上，不僅媒體業者，個人、家庭、學校以及整個社會，都應擔負降低閱

聽人受到媒體負陎影響的責任。因為，處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付，媒體不僅影響、

形塑我們的社會和文化，媒體本身就是社會和文化的一部份，我們無法排拒媒體

於外而生活，因此，我們更應該瞭解媒體、評估媒體的影響、並採取適當的措施

降低其負陎影響，如此，我們才能夠不受其害、快樂的悠遊在這個充滿文字和影

像訊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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