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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108 年目標聽眾收聽行為研究調查 

研究報告摘要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自民國 49年 3月 29日開播，始終堅持教育

文化專業，除了臺北總臺，還有彰化、高雄、花蓮及臺東 4個分

臺，及遍佈全國 21個臺站及 1個節目中心，製播豐富多元的節目，

提供教育文化資訊。經營目標為節目利基化、內容國際化、行銷分

眾化與傳播全媒體化，期盼引領教育趨勢，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國家

教育專業電臺。 

定位文教專業電臺，鎖定親、師、生為目標聽眾族群，108年收

聽調查欲瞭解電臺目標聽眾之收聽率、節目內容整體滿意度及對教

育電臺節目規劃之意見等，作為教育電臺未來規劃之參考依據 

 

本研究採取「多元方法」（multi-method）進行調查。第一部

份：針對目標與核心聽眾採取量化訪問調查；第二部份：以焦點團

體座談會(Focus Group Discussion)方式蒐集資料，匯整量化調查數據

結論，邀請核心聽眾參加，提出相關看法及建議。 

調查對象為過去一個月曾經利用各種平臺收聽廣播的親、師、

生等目標聽眾及核心聽眾。  

1.目標聽眾：「親」係指家中有學生之家長；「師」係指任教於幼

兒園至研究所之教師；「生」係指國中至研究所之學生。 

2.核心聽眾：定位為「家中有高中職(含)以下學生之家長」及

「高中職(含)以下教師」。 

 

第一部份採用電話調查與網路調查，合計完成有效樣本數(目標

聽眾與核心聽眾)為 1,735份，標規規定核心聽眾有效樣本數至少為

1,100份，本次調查完成核心聽眾有效份數為 1,433份，在 95%的信

心水準內，整體抽樣誤差為±2.59%。 

第二部份採用焦點團體座談(Focus Group Discussion)方式蒐集資

料，透過座談方式深入瞭解核心聽眾各項意見，共辦理三場(學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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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之家長與教師一場、國小學生之家長與教師一場與國中/高中學

生之家長與教師一場)，每場 9人，合計共 27人。 

 

研究發現如下： 

一、 廣播收聽行為 

1. 收聽廣播頻率為平均每週收聽 3.64天，收聽設備以「車用

收音機/音響」比例較高(57.8%)，其次為「手機/平板」

(48.0%)、「一般收音機/音響」(29.2%)與「電腦(桌上型/筆記

型)」(21.6%)。 

2. 使用「手機/平板」與「電腦(桌上型/筆記型)」收聽廣播電

臺節目的受訪者，收聽方式以透過「手機 APP程式收聽(電

臺官方 APP、集合型廣播 APP)」比例較高(58.2%)，其次為

「電臺官方網站即時收聽」(35.9%)與「手機內建收音機頻

道」(33.0%)。 

3. 平日收聽時段，以「上午 7:00-7:59」比例較高(28.5%)，其

次為「下午 5:00-5:59」(18.9%)、「上午 8:00-8:59」(14.4%)

與「下午 4:00-4:59」(14.0%)。 

4. 假日收聽時段，以「晚上 9:00-9:59」比例較高(10.7%)，有

24.3%的受訪者表示假日沒有收聽教育電臺廣播節目。 

5. 平日平均收聽時數為 116.5分鐘，約為 1.9小時左右，假日

平均收聽時數為 106.6分鐘，約為 1.8小時左右 

 

二、 收聽情境與節目類型 

1. 收聽廣播原因以「有聲音陪伴」比例較高(59.1%)，其次為

「放鬆心情」(38.2%)、「收聽即時新聞」(34.1%)、「可以跟

著唱歌/聽歌」(33.4%)與「吸收新知」(30.8%)。 

2. 收聽廣播地點以「自用車/貨運車」比例較高(57.4%)，其次

為「家中/宿舍」(56.9%)、「工作場所」(19.7%)、「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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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捷運/公車/客運遊覽車)」(13.7%)與「運動場所/戶

外/公園」(7.4%)。 

3. 收聽廣播情境以「開車」比例較高(50.6%)，其次為「休息

時/有空閒時/無聊時」(31.6%)、「做家事」(25.4%)、「乘車/

搭車」(24.1%)與「上網」(20.0%)。 

4. 較常收聽的廣播節目類型以「音樂類」比例較高(65.1%)，

其次為「新聞類(含路況報導)」(54.4%)、「生活資訊類」

(28.8%)、「旅遊美食類」(15.6%)與「一般談話性節目」

(14.8%)。 

 

三、 教育廣播電臺收聽經驗 

1. 31.4%的受訪者最近一個月內有收聽過教育廣播電臺，其中

30.6%的核心聽眾有收聽過，35.1%的目標聽眾有收聽過。 

2. 沒有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主要原因，以「習慣收聽其

他電台節目」比例較高(41.1%)，其次為「不知道有這個電

臺」(38.2%)與「工作場所沒有播放無法收聽」(12.6%)。其

中核心聽眾與目標聽眾皆以「習慣收聽其他電台節目」與

「不知道有這個電臺」的比例較高。 

3. 沒有收聽教育電臺的受訪者，希望教育廣播電臺製作的節

目類型以「教育趨勢」比例較高(56.8%)，其次為「兒童與

青少年」(43.8%)、「生活綜合」(33.6%)、「音樂娛樂」

(27.9%)與「多元文化」(23.9%)。 

4. 收聽教育廣播電臺頻率為平均每週收聽 1.81天。 

5. 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原因以「吸收新知」比例較高

(47.8%)，其次為「有想收聽的特定節目內容」(35.3%)、

「蒐集特定議題資訊(教育、藝術或科普)」(28.7%)、「開廣

播給小朋友收聽」(26.5%)與「習慣性收聽」(25.7%)。 

6. 得知教育廣播電臺相關訊息的管道，以「切換廣播頻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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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比例較高(47.8%)，其次為「網路/部落客/親子社群推

薦」(31.6%)、「親友/同事告知」(23.9%)與「學校/老師告

知」(23.5%)。 

 

四、 對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相關意見 

1. 最常收聽教育電臺節目，以「文教新聞」比例較高(9.6%)，

其次為「地球探險號」(7.0%)、「被遺忘的好聲音」

(7.0%)、「教育行動家」(7.0%)與「教育新亮點」(6.6%) 

2. 91.1%的受訪者對教育廣播電臺節目表示滿意，8.9%表示普

通。其中有 90.9的核心聽眾對教育廣播電臺節目表示滿

意，92.5%的核心聽眾對教育廣播電臺節目表示滿意。 

3. 偏好收聽教育議題以「家庭教育」比例較高(52.9%)，其次

為「閱讀素養」(43.4%)、「多元文化」(43.0%)、「環境」

(33.5%)與「國際教育」(32.4%)。 

4. 排序第 1最滿意教育廣播電臺聽的節目類型，以「教育趨

勢」比例較高(27.9%)，其次為「兒童與青少年」(14.3%)、

「生活綜合」(11.4%)、「多元文化」(10.3%)與「科普環

教」(9.6%)。 

5. 排序第 2最滿意教育廣播電臺聽的節目類型，以「教育趨

勢」比例較高(19.8%)，其次為「兒童與青少年」(13.5%)、

「生活綜合」(13.1%)、「社會關懷」(9.5%)與「科普環教」

(9.1%)。 

6. 33.8%的受訪者表示沒有最不滿意的節目類型，最不滿意教

育電臺的節目類型以「音樂娛樂」比例較高(10.3%)，其次

為「藝術人文」(7.4%)、「語言教學」(7.4%)、「科普環教」

(6.6%)與「多元文化」(5.9%)。 

7. 29.4%的受訪者有看過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網路直播，

70.6%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其中核心聽眾有 26.5%看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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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臺節目的網路直播，目標聽眾則有 41.5%看過網路直

播。 

8. 收看網路直播原因以「可以看到主持人或來賓」比例較高

(56.2%)，其次為「可以看到更多畫面(像看電視節目)」

(53.8%)、「可以直接跟主持人或來賓互動」(38.8%)、「喜歡/

認同主持人(主持風格/外型)」(30.0%)與「主持人或來賓宣

傳鼓勵觀看」(25.0%)。 

 

五、 研究建議 

1. 目標聽眾輪廓 

量化調查發現核心聽眾，女性，35-39歲，居住在新北市、臺北市、

臺中市、高雄市與桃園市，大學學歷，家中常用語言為國語與閩南語，

職業為教師與家庭主婦，平均每週收聽廣播為 3.64 天，其中教師任

教學校以小學與國中的比例較高。此外，家中若有小孩，就讀學校以

學齡前與國小的比例較高。 

 

2. APP與官網使用建議改善方向 

(1) APP(手機版)應增加介面分類與加強蒐尋功能，且有容易

BUG與延遲的程式問題，應加強。 

(2) 評估官網(桌機版)與 APP(手機版)的頁面同步重點有哪些，

可以瀏覽 data，透過 Google來分析哪個 link點了多少跟瀏

覽時間，透過分析報表，找出二種版本的同步重點清單。 

(3) 透過 user使用習慣重新排序跟模組化，當點閱數過高就自動

往上移，或是用時間軸做管理，進行節目優先順序的排序，

可按照重點做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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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節目製播建議方向 

(1) 增加主題-關鍵字的檢索，有相關連結或節目主題，除了關

鍵字檢索外，建議新增補充教材或知識、相關圖像等。 

(2) 建議採用分眾經營的概念，針對不同平台(網路、廣播)，針

對不同收聽習慣、不同收聽年齡的聽眾，推出符合需求的節

目內容，像是家族頻道的概念。 

(3) 按照不同平臺聽眾的節目偏好，使用量的習慣跟時間軸的概

念，進行推播。 

(4) 跨平台的合作模式，例如跟雜誌合作推廣教育相關議題或是

親子議題，亦可以透過跟公共電視合作的方式，增加電臺知

名度與節目收聽率。 

(5) 建議教育廣播電臺除了原有定位，製播符合親師生收聽節目

之外，應持續建立終生學習形象，以服務更多聽眾。 

 

4. 聽眾服務與活動建議方向 

(1) 提供諮詢服務(call-in、即時留言跟回信)，讓對於不同年齡有

教育問題的家長或老師，可以在這個平台中獲得協助。 

(2) 學齡前或國小學生，建議辦理聽眾活動例如說小小主播、小

小廣播營、才藝競賽(語文競賽、才藝發表)，除了辦理活動

之外，也可以做成果宣傳。 

(3) 國/高中生以上建議辦不同職業的導覽，因為國高中開始發

展職業性向，可以體驗職業的概念，透過節目傳達職業體驗

或角色扮演的概念。 

(4) 針對學生聽眾，需要先提供吸引力，再考慮如何加強黏著

度，有點像闖關遊戲的概念，可以透過明星見面會，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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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提高他們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的興趣。 

 

5. 未來推廣建議方向 

(1) 不定期邀約媒體知名的親子教育專家(例如王宏哲、黃瑽寧)，

上節目討論，整合教育方面的資源，或是在直播節目中播出，

youtube也會聯結，快速打開教育電臺的知名度。 

(2) 透過 LINE群組推播，轉發 Qr-code，貼在家長聯絡簿上，學

齡前兒童或國小家長都可以直接看到，再進行轉發。 

(3) 透過 LINE群組，進行節目預告與推播，透過群組發放，提高

節目點閱率，並透過官方 FB的粉絲團經營不同分群的聽眾，

服務不同特性與需求的聽眾。 

(4) 由於國/高中生收聽廣播比例較低，可透過 UGC 概念，讓學

生參與製作廣播節目與網路直播，透過這個方式，提升他們

收看/收聽教育廣播電臺節目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