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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最火辣運動員」、「鮮⾁選⼿名單整理」、「打敗X國！國家代表為國爭光」、「輸掉⾦牌
等於不愛國」……，這些常⾒新聞標題，也許都包含著你曾經點擊、瀏覽、分享過的運動報導。⾯對
相關內容，你或許習以為常，或許感到不適，⼜或許被深深吸引，不過你是否曾進⼀步探究，為什麼
媒體總是這樣報導？我們為什麼⼜這麼愛看呢？繼續閱讀，看我們的關注焦點，正如何影響臺灣運動
文化的發展。

對於⼀般⼤眾來說，我們與體壇資訊的交集，經常是透過媒體的報導。運動轉播與報導能為媒體帶來發⾏量與廣
告收入，⽽運動組織也仰賴媒體宣傳提升曝光度，增進⾨票、贊助商與轉播權利⾦收入，兩者形成互利共⽣的
「運動 / 媒體複合體」，推動著體育發展。

獲益與否，則經常是商營媒體在報導時的重要考量。國立政治⼤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教授劉昌德⻑年關注媒體改
⾰與運動賽事，他指出，媒體報導從過去傳統電視為主的時期，到現在網路為重的時代，注重的多是收視率跟點
閱率，因此媒體⼀直在爭取所謂眼球的注意⼒，這是商營媒體不論在報導運動或其他領域時，普遍都需要遵守的
商業邏輯。



▲ 國立政治⼤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教授劉昌德，研究領域包括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政策、媒體與運動等。（圖

片來源 / 劉昌德提供）

抓⼈眼球的兩⼤利器：外貌與國族主義
媒體如何抓住閱聽⼈的注意⼒？劉昌德分析，其中⼀項經常能為報導加分的便是「外貌」，尤其運動領域與⾝體
文化有關，⾝體本⾝就是被觀看的焦點。當運動員成績優異，外貌部分無論⻑相、⾝材等，⼜符合主流意識形態
審美觀時，收視率與點閱率就有機會⼤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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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21年補辦的2020東京奧運為例，當我們在搜尋欄上打「奧運 選⼿」，⾸⾴跳出的報導中即包含著對男女運動

員外貌的評價與追捧。（圖片來源 / 截⾃網路）

另⼀項能夠吸引廣泛⼤眾的收視保證，就是由國與國之間的⼤型賽事，帶出國族主義認同情緒。運動的競賽本
質，以及要從不同的社群中產⽣代表的需求，某種意義上具體化了國家之間的競爭，進⽽凝聚我們的團結意識，
相關的報導也就更易引發⺠眾共鳴。

▲ 2020東京奧運閉幕會上，各國掌旗官舉著國旗進場。（圖片來源 / Tokyo 2020 Instagram）

熱潮過後，稍縱即逝的短暫注意⼒
體壇特殊事件、⼈物搭配媒體密集的焦點報導，使臺灣的各項運動經常在短時間內，聚集較多球迷與社會關注
度，然⽽這種建立在運動周邊條件之上的關注，通常也⽌於短暫熱度。當亢奮的情緒淡去，運動員⼜回歸最⽇常
的訓練期，看熱鬧的群眾便⿃獸散，部分運動項⽬或選⼿可能⼜回到乏⼈問津的狀態。

也許我們記住了2020東京奧運上，臺灣拿下2⾦、4銀、6銅，或者媒體報導中某些選⼿的俊美容貌、養眼⾝材，但
臺灣曾有哪些選⼿參賽，以及這些選⼿分別代表哪些項⽬、後續⼜有什麼發展，在熱度逐漸消退的幾個⽉後，我
們究竟還能在乎多少？

當運動賽事的焦點不再是運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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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此的你或許會想，不管怎麼樣，⾄少有過關注度啊！「先求有，再求好」，不⾏嗎？的確，讚美運動員外
在之美、驚嘆國⼿在⼤型賽事上奪牌無數，本⾝都沒什麼⼤不了的，這有機會帶來⼀定熱度，也能吸引更多⼈的
關⼼。但在過度強調的情況下，當討論風向總是偏離運動本⾝，形成了固定風氣，也可能對運動文化造成傷害。

劉昌德舉例，由國族主義發展出的贏球慾望，很容易使我們只注重勝負，⽽不關注過程與內容。棒球迷時常議論
的「贏球才是國球」，以贏球與否來評斷運動項⽬的重要性，即是這種關注現象所衍⽣的課題——當國⼿打的不
再是球，⽽是國家的光榮，只要輸球，就可能遭受嘲諷、攻擊甚⾄⽣命威脅，對職業⽣涯帶來負⾯影響，也模糊
了運動精神最根本的價值。

▲ 在臺灣線上佈告欄PTT上，關於「贏球才是國球」的相關討論非常熱烈，從部分網⺠⾔論中可知，⽬前仍有許多⼈

將贏球擺在第⼀位。（圖片來源 / 截⾃PPT）

「當我們只去審視運動員奪牌與否，運動員便很容易迷失在國家榮耀的追逐上，尤其不少年輕選⼿在國⼿階段只
投入於運動跟競賽，從選⼿崗位退休後，可能就會遭遇個⼈⽣涯發展困境。」劉昌德說：「這是我們只⽤國家、
⺠族來看球賽時的問題，也是臺灣對運動⼀次性消費的最⼤問題癥結點。」

置⾝於運動之外的我們
為什麼關注度容易跑偏？劉昌德認為，當「觀賞運動」與「實踐運動」嚴重脫鉤，運動對⼤眾來說，就變得類似
追劇，只是在「看」⽽已，此時運動焦點特別容易被導向商業邏輯，⽽⾯臨被扭曲的隱憂。

「這對選⼿來說是不公平的，對於從事、觀賞運動的我們來說也不公平，因為運動應該是要去享受其中的過
程。」劉昌德說：「運動本⾝不⾒得是要去服務⼀個更⼤的東⻄，運動本⾝或許就應該要是⿎勵。」我們投入運
動的原因，不⼀定要是為了誰的容貌或榮耀，⽽是更單純的，為了「運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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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 東京奧運上獲得銀牌的世界球后戴資穎⾯對部分網友責怪，回應：「沒有什麼叫作看好奪⾦，這兩⾯牌都

是突破！」、「我做了多少努⼒，發揮得怎樣，我比誰都清楚。」（圖片來源 / 翻攝⾃戴資穎Instagram）

⽤同樣⼿法宣傳不同運動，結果會⼀樣嗎？
⽽要將任何⼀項運動項⽬帶入⼤眾視野，不只要靠改變報導、⾏銷策略，運動的發展狀況、球迷的知識程度，也
會影響媒體宣傳或⾏銷活動的設計與成果。

劉昌德以臺灣籃球與⾜球為例提出，若想在轉播中以「邀請觀眾投三分球」進⾏宣傳，只要有較好的籃球球迷基
礎⽀撐，活動安排就相對簡單；然⽽如果在本⼟⾜球轉播中「邀請觀眾完成18碼遠射」，明明設定的宣傳⼿法與
三分球⼤賽類似，卻可能因為臺灣⾜球風氣相對不興盛，⽽達不到同樣的宣傳效果。

同時加入國立臺灣⼤學男⼦籃球校隊，並擔任政治學系⾜球系隊副隊⻑的吳奕賢也說，臺灣籃球較興盛，基本上
每間學校都有籃球框，也能在各個公園看到打籃球的⾝影；反之，臺灣常被形容為「⾜球沙漠」，職業⾜球員基
本都在海外，或是以同時上班兼踢球的⽅式持續事業，⽽⼀般⺠眾也較難掌握⾜球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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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P.LEAGUE+（臺灣男⼦職業籃球聯盟）能夠在2020年成立後掀起風潮，是因為我們對籃球有基礎認識，只
要推波助瀾，就能喚起⼤家年少時對籃球的記憶。」吳奕賢說：「今天假設是⾜球，就算搭配⼤牌球星⼤肆宣
傳，我也不認為觀眾買票入場比例會那麼⾼，因為我們不夠熟悉。」

▲ P.LEAGUE+賽事現場座無虛席，球迷熱情⽀持喜愛的球隊。（圖片來源 / P.LEAGUE+ 臉書粉絲專⾴）

以上舉例，皆反映出了運動文化的重要性。媒體若想藉由「運動」本⾝來吸引注意⼒，也需要觀眾本⾝具備⼀定
程度的sense，才有機會打中市場，點燃運動項⽬的熱度。

我們的關注，從哪裡開始出錯了？
想要熟悉運動，最簡單直⽩的⽅法就是「動起來」，但是當運動文化缺失，「動起來」也會成為挑戰，這點或許
從我們都經歷過的求學階段，就可以看出端倪。

「美國的⼤學沒有體育必修，但是⼤家都搶著選修，很多臺灣學⽣卻是被必修規範，才選擇去上體育課。」吳奕
賢講述⾃⼰在美國留學時的經歷：「在美國，每個⼈都會許多項運動，想運動時，很容易能呼朋引伴。但在臺
灣，每個⼈熟悉的運動較少，這限制了運動的機會。」國立陽明交通⼤學資訊管理與財務⾦融學系系排成員姚怡
均也表⽰：「我很重視運動，但是如果⾝旁朋友都沒有興趣，我的運動興致多少也會受影響。」

除此之外，兩位學⽣皆談到，從⼩到⼤體育課似乎都較不受重視，可能被拿來補數學、英文等傳統主科，⼜或者
因為學⽣不在乎體育課，教導老師也變得隨意的現象，在惡性循環之下，體育在我們⼼中的存在感也愈發薄弱。

當同儕對運動的不重視擴及到更廣的範圍，就會成為全體國⺠對運動的不重視。姚怡均分享，從⼩接觸多項運動
的她，曾有機會讓運動成為⽣涯規劃中的選擇，但是在臺灣，運動前景似乎令⼈迷惘；國立陽明交通⼤學排球體
資⽣陳柏瑄亦坦⾔，同為運動員的家⻑雖然⽀持⾃⼰打球，卻不建議把運動當作未來⼯作，理由同樣是「沒有前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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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文化細胞」養成，靠全國上下循環推動
要讓更多⼈重視運動、愛上運動，需要不同要素配合，包含國家政策的轉變、教育制度調整、職業聯盟加入、傳
播媒體宣傳、草根文化培養等的相輔相成。

「與其去談運動文化養成是由上⽽下，還是由下⽽上，不如說這通常會是循環的。」劉昌德同以臺灣⾜球為例解
釋：「臺灣從陳⽔扁執政時代就說要發展⾜球，但如果只有國家在喊，是沒有⽤的。反⽽是在全球化影響下，開
始有更多移⺠、移⼯加入我們，公園裡出現踢⾜球的⼈群，更有⼈開始教臺灣⼩孩踢⾜球、帶球隊，再加上有像
陳昌源這樣的外援選⼿加入，⾜球表現進步、關注度提升，此時就是能帶動運動文化的機會。」

▲ 現已退役的臺、法混⾎「⾜球貴公⼦」陳昌源（Xavier Chen，夏維耶），是比利時出⽣、受到當地⾜球青訓系統

培養的臺灣僑胞，曾為中華臺北⾜球代表隊的⼀員，以亮眼表現深受臺灣球迷愛戴。（圖片來源 / Xavier Chen夏維

耶 臉書粉絲專⾴）

雖然沒有⼀套明確公式，但是把「運動文化」作為基礎，再輔以傳播媒體的宣傳，確實更有機會帶動運動風氣。
⽽在具備社區草根文化的前提下，龐⼤的社會⼒量如政府及商業機構也能如臨⾨⼀腳，將⾜球「踢」進⼤眾視
線。

⼀般球迷，也能從「看熱鬧」⾛向「看⾨道」
當然，不是⼈⼈都具備運動天賦，更不是⼈⼈都能成為運動員，但是如果希望維護良好的運動文化，我們作為球
迷，需要時刻記得：觀看本⾝就是⼀種文化活動。

「就像我喜歡聽⾳樂，但我不⾒得會玩樂器，此時對於什麼是好的⾳樂，⾃然要給予專業⼈⼠相當的尊重。」劉
昌德說，「觀賞中，我們要清楚對⾃⾝⾓⾊與專業⾓⾊的認知，以及尊重運動場域本⾝的邏輯，⽽不是都以消費
者最⼤、看球的球迷最⼤、⽀持的國⺠最⼤的⼼態來看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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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願意更⽤⼼關注並了解運動文化，學習欣賞運動本⾝的樂趣，以及享受從事運動所帶來的喜悅，⽽不僅僅
依賴媒體媒體為求點擊率、收視率，或是國家為了建構國族，所給出的扭曲的觀看模式，臺灣運動文化將有望更
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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