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者 王建雄

社區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記者人生
受限於環境和時間的因素，查證、多方驗證對記者來說是天方夜譚，尤其是跑每日（daily）新聞的記
者，因為產出的時間有限，加上收視率的考量，讓新聞的走向少了該有的價值。



八八水災
公民記者發揮螞蟻雄兵的力量，陸續在不同的地區報導莫拉克颱風的災情，雖然畫面未
必精美，但卻是第一手的即時報導。

時間：8月7日 16：28
地點：宜蘭縣

時間：8月8日 13：38
地點：屏東縣

時間：8月10日 18：33
地點：嘉義縣

時間：8月8-10日
地點：台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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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Numbers of PeoPo

12361

公民記者必須年滿18歲才能申

請，未滿18歲必須附上家長同

意書，申請後會接到公視電話，

確認身份後就能開通。

公民記者數

35.7

早期上傳的報導以文字和圖片

居多，隨著科技進步，影音拍

攝隨手可得，目前平台有4成左

右的報導是影音。

幾篇報導

180,000

公民年滿18歲即可申請平台帳

號，最年長的公民記者曾有90

多歲來申請並上傳報導。

平均年齡

15

PeoPo成立第一年，隨即和全台

大傳科系的學校合作，成立採

訪中心，將校園外社區的新聞

上傳平台分享。

校園採訪中心

資料時間：2023/6/30



PeoPo Promo

風起雲湧的新群眾運動（2007/4-PeoPo開站發刊詞）

著名的群眾運動研究者賀佛爾（ Eric Hoffer ）曾指出，所有的群眾運動
都要求信徒盲從與效忠，而且都在同一類型的人群中吸收信徒。網際網路的
興起雖然對人類社會產生正負兼俱的衝擊，但，可以確認的是，它正為人類
社會啟動一場全新意義的群眾運動。

這場新的群眾運動與舊式群眾運動恰恰相反，它不塑造集體盲從，而是尋求
群體智慧，它不訴諸同質聚合，而是強調異質參與。簡言之，網際網路無可限
量的正面價 值之一，也是它對民主意涵的鉅大貢獻，就是獨立的公民個體可

以藉由網路的參與及分享，建構一個充分自主又富涵群力的新公民社會。
PeoPo 的成立，正是此種新群眾運動思維下的產物。



PeoPo Promo

公民記者 周老爹



公民新聞＆公民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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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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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記者

公民記者大暴龍

砍樹連署 縣長說明 集會停工

砍樹連署 監委來看



公民記者

公民記者：ryan18175

學甲蜈蚣陣



訪談的重要
訪問，要認真聽對方的內容，事前我們準備題目，現場採訪前也要先緩和對方的情緒，等到正式開機錄影，
讓對方放鬆心情來說。不過，也時常遇到不會說、亂說、或是說離題目。

影片引用自youtube、TikTok

感謝師長

反應特別長輩回答

誠實說明



主題聚焦
PART    THREE



歷任總統

1 2 3 4

5 6 7

李登輝 馬英九 蔣經國 嚴家凎

蔣介石 陳水扁 蔡英文



挑出重點

影片引用自youtube

已故總統李登輝

2014年，媒體採訪李前總統，針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身為領導人所具備的個性和特質提供建議。



下標說重點請限用14個字，幫李前總統說的話下個標。



玩弄文字

影片引用自youtube

文字能掌握核心，聚焦內容，更能在不同的創作中，引導方向和主題，即使用在影像、或是任何
媒體平台，都是創意的開端。



聖旨

什麼都想說

跟沒說是一樣的



互動Peo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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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拍+

09：10～09：30 報到

09：30～11：30 兩組路線個別帶開導覽

11：30～12：00 兩組路線沿路回基隆社大

12：00～13：30 中餐休息

13：30～14：00 在地議題分享/蔡素貞校長

14：00～14：30 校園巡禮/周俊男副校長

14：30～15：00 拍攝影片分享



咱的老年



公民新聞獎

+40000



無冕王？
並非一機在手，就能到處拍攝取景。誰能拍誰不能拍？公領域和私領域也有一定的限制，
基本上對於被拍攝者要給予「尊重」，但也必須遵守法律相關規定。



安全第一
專題或是紀錄片的拍攝者，必須簽寫相關授權書，包含影像和聲音等部份處理。每天跑線的daily記者
比較沒有這個時間，所以通常會以口頭告知，而且在對方願意受訪下，認定此次的拍攝是合法合理。

狀況一：以「默示」表示授權

狀況二：以「議題」判別公私領域

狀況三：引用「電視報導」畫面

狀況四：不能「露臉」的受訪者



豐富人生

1. 多觀察

2. 常思考

3. 不畏懼

4. 有熱情

公民記者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