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危機處理時與新聞媒體之溝通應對 

   隨著新聞媒體發達，已無法關起門來辦教育。社會關心教育，並透

過媒體來瞭解教育，特別是在危機處理時，媒體對事件的報導會影響公眾

對此事件關注程度和看法(羅世宏，民 85)，不適當的報導，常讓問題擴大

造成難以補救的傷害，因此瞭解媒體，妥善因應，是事件好轉與惡化的關

鍵。本節特綜合專家學者意見(陳芳雄，1997；葉毓蘭，2007 等)提供參考。 

 

4-3-1媒體特性與因應 

 

 

 
 

 

 

 

 

 

 

 

 

 

 

 

 
 

 

 

 

 

 

 

新聞報導的

時間壓力 

希望引起社

會的關注 

媒體

特性 

要取得有新

聞性的素材 
用批判的 

角度出發 

媒體特性與因應 

．迫於截稿的時

間壓力，無法

審慎求證。 

．用片段資訊，  

 可能斷章取  

 義，無法完整  

 呈現全貌。 

．迎合通俗口味  

 滿足好奇心。 

．除新聞表面  

  外，會探求事  

  件的背景和  

  原因。 

．可能後續追蹤

報導，造成更

大傷害。 

可能

衍生

問題 

．重於新聞性而

不全在有意

義的正面層

次。 

．為求新聞性，

可能傷害團

體或個人。 

．會以批評者或

弱勢代言自

居，對公部門

嚴格要求和

批評。 

．講求賣點，拿

捏尺度失去

平衡。 

 

．充份了解溝

通，使其了解

事件始末。 

．關鍵重要內容

確認無誤。 

．確認截稿時

間，即時回

應。 

．平時多注意

檢討改進。 

．注意事件善

後及改進。 

 

因應

策略 

．體認發掘新聞

是記者的天

職。 

．多提供正向光

明新聞題材。 

．建立發言人

制，提供事件

緣由和處理

正確資訊。 

．能以同理心

面對和處

理事件。 

．謹言慎行，

避免矛盾

和衝突。 

．不要有刊登

廣告等交

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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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面對媒體的互動 

 
 

 

 

 

 

 

 

 

 

 

 

 

 

 

 

 

 

 

 

 

 

 

 

 

 

 

 

 

 

 

 

 

 

 

 

 

 

 

平 

時 

1. 平時應有危機意識。 

2. 成立危機處理小組，一般建議由教務主任擔任發言

人、學務主任擔任總幹事。(註) 

3. 蒐集案例推演處理程序並定期研討。 

4. 熟悉採訪學校的地方記者，禮遇並尊重新聞記者，並

建立友好關係。 

5. 掌握社會脈動與新聞敏感度。 

 

註：危機處理小組成員常因校而異自行調配，此係陳芳雄

（1997)之建議。 

 

 

危
機
發
生
時 

1. 處理的基本原則： 

(1)一定要有人出面(最好是學校主管)。 

(2)第一時間做出回應(而且要正確) 。 

(3)真誠關懷，提供事實。 

(4)給予信心展現實力(平時形象、關係良好並公佈有

力證據) 。 

(5)否認、傲慢為大忌(媒體不會放過說謊的人) 。 

2. 儘速了解報導內容及可能傷害，若尚未上報，了解事

情經過及可能的報導方向，研判如何減少負面或錯誤

報導。 

3. 召集會議、並聯絡事件相關人員，相互溝通後，了解

問題事件經過與研商處理程序予以化解，避免有誇大

報導機會。 

4. 主動向上級和主管機關報告，並綜合內外在資源，協

助處理。 

5. 統一對外發言窗口，謹言慎行，隨時記錄做成書面資

料。 

6. 選擇適當時機主動與媒體溝通，對於報導與事實有出

入時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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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發言

人的

角色 

1. 與媒體互動，首應考慮： 

(1) 媒體記者關心之事件為何。 

(2) 新聞處理的思考面向。 

(3) 與媒體記者的溝通模式。 

(4) 記者的需求。 

2. 發言人的選派和授權，並加強演練。 

3. 平時應注意形象，信譽卓著。 

4. 回覆記者須迅速而有效率。 

5. 注意服儀，表現冷靜，應對得體。 

6. 談話簡潔，前後一致而誠實，陳述要有真憑實據。 

7. 將要溝通的訊息事先妥適組合，並簡短寫下訊息重

點，確保不會遭受誤解。 

8. 慎選溝通管道和時機。 

9. 準備周全預擬談話流程和內容。 

10. 切勿憤怒或帶有情緒性攻擊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