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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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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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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 108 年目標聽眾收聽行為研究調查

進行分析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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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親師生聽眾與專家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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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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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 份，在 95%的信心水準

內，整體抽樣誤差為±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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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共辦理六場(學生聽眾二場、家長聽眾二場、教師聽眾一場，專

家學者一場)。  



109 年目標聽眾收聽行為研究調查報告  

 

 2 

 

研究發現與建議如下： 

一、聽眾輪廓與收聽行為 

1. 聽眾輪廓：量化調查發現核心聽眾，女性，40-44 歲，居住

在臺中市、新北市、臺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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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支

援人員、家庭主婦與學生，平均每週收聽廣播為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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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學校以國小與大專/學的比例較高。 

2. 69.4%的聽眾沒有收聽過教育廣播電臺的節目，而 30.6%的

聽眾有收聽過教育廣播電臺的節目。比較 108 年調查結果

發現，聽過教育廣播電臺比例相近(108 年為 3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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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其次為「不知道有這個電

臺」(38.2%)；與 108 年調查結果相較，「不知道有這個電

臺」的比例相近(108 年為 38.2%，109 年為 39.9%)，顯示近

四成有收聽廣播的非核心聽眾，不知道有教育電臺，建議

未來仍應加強教育電臺知名度，以提高目標聽眾收聽率。 

4. 教育廣播電臺相關訊息的管道，以「切換廣播頻道時聽

到」比例較高(60.2%)，其次為「網路/部落客/親子社群推

薦」(24.0%)、「親友/同事告知」(23.2%)與「學校/老師告

知」(11.9%)。其中核心聽眾以「切換廣播頻道時聽到」

(60.8%)與「網路/部落客/親子社群推薦」(25.3%)比例較

高，非核心聽眾則以「切換廣播頻道時聽到」(58.3%)與

「親友/同事告知」(25.2%)比例較高。 

5. 未來若要提高目標聽眾收聽率，網路/部落客/親子社群推薦

與學校/老師是主要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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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師生聽眾對官網與 APP 建議改進方向 

1. 官網使用建議改進方向 

量化調查發現，46.4%的聽眾對教育電臺官方網站使用表示滿意，

另有 25.5%表示沒有接觸過；其中有 43.5%的核心聽眾對教育電臺

的官方網站使用表示滿意，55.7%的非核心聽眾對教育電臺的官方網

站使用表示滿意。扣除沒有接觸過官方網站的比例後，62.3%的聽眾

對教育電臺官方網站使用表示滿意，25.3%表示不滿意。 

質化座談會發現，學生聽眾認為官網排版清楚，內容豐富；家

長/親子族群認為官網內容豐富，可隨時點選想聽的新聞，但操作介

面較複雜，建議親子頻道跟素養頻道應放在更明顯的地方；而教師

族群對官網評價則較低，多數認為版面設計不佳，較為雜亂，搜尋

功能不好找。 

因教育電台有主頁版與 Channel+版，節目一樣但版面不冋易造

成使用者混淆，因多數聽眾對 Channel+的版面評價較高，建議未來

可整合官網與 Channel+這二種網頁。 

 

2. APP 使用建議改進方向 

量化調查發現，33.1%的聽眾對教育電臺行動 APP 使用表示滿

意，15.2%表示普通，另有 34.1%表示沒有接觸過。其中有 30.6%的

核心聽眾對教育電臺行動 APP 使用表示滿意，40.9%的非核心聽眾

對教育電臺行動 APP 使用表示滿意。扣除沒有接觸過 APP 的比例

後，50.2%的聽眾對教育電臺行動 APP 使用表示滿意，26.8%表示不

滿意，23.1%表示普通。 

質化座談會發現，學生聽眾對 APP 使用評價較低，認為官網比

較好用；家長/親子族群對教育電台 APP 評價較高，可回放一星期節

目很方便，排版簡單易懂，點選介面顯示大，但部份聽眾認為分類

較複雜。 

由於使用 Android 手機的聽眾日期可顯示星期幾，對於點選者

較方便，而 i Phone 手機聽眾則無法顯示，建議可修訂此 APP 功能 ，

並將回放時間增加到 1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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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建議未來可調整官網、APP 的視覺風格與操作方式一致

性，並在官網的節目內容簡介中，標示適合年齡/聽眾族群，讓聽眾

在點選節目時更清楚。 

 

三、親師生聽眾對節目製播與推廣建議 

1. 家長聽眾-節目製播建議方向 

質化座談會發現，多數聽教育電台的家長會因小孩年紀不同決

定是否與小孩一起收聽，同時一起討論節目內容的機會較高，小孩

較大時就會減少頻率，國/高中生家長讓小孩自己收聽感興趣的節目。

與小孩一起收聽的情境多數家長是在開車收聽或是睡前與小孩一起

收聽。 

家長聽眾對於親子頻道/素養頻道節目皆表示正面評價，同時認

為適合與小朋友一起聽節目，僅有少部份家長認為節目內容不吸引

人，建議未來可增加現階段學童課業的節目主題或外國語文、故事，

較符合家長需求。 

 

2. 家長聽眾-推廣建議方向 

質化座談會發現，家長聽眾對「兒童環境教育廣播營」會有興

趣，但認為名額太少難以參與，且只適合國小學童，不適合學齡前

或國中生；多數家長或國小學童對於「廣播發燒劇」評價較高，但

認為名額太少難以參與。 

建議未來可針對較為熱門的活動，開放多一點場次，或是設計

不同年齡的親子族群能參與的主題，提高聽眾活動參與率。此外，

家長族群多數認為教育電台內容相當優質，但知名度不高，建議可

與學校合作，由國小開始，仿照彩虹媽媽進入校園幫小朋友講故事

模式，或是中午吃飯時播放，培養從小收聽教育電台習慣。 

 

3. 教師聽眾-節目製播建議方向 

質化座談會發現，教師族群對於教育電台的知悉度與收聽比例，

是三種族群中最高的，除了工作環境適合收聽外，對於教育電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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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規劃與內容主題評價皆較高，且是家長收聽教育電台的主要管

道之一；部份教師聽眾建議可針對特色學校做不同報導。 

針對教育電台的定位，專家學者則建議應審視自身能力，找到

定位，若教育電台希望成為學生/家長/老師教育意識的領航者，需

要針對目前台灣教育現況，改革時機，教育亂象提出批判，讓學生/

家長/老師能認同教育電台的理念。 

此外，在節目內容方面，可因應教育課綱，透過媒體力量傳達

並解釋 108 課綱；針對未來趨勢，建議透過教育電台豐富資源，除

了知識分享與傳遞外，更應協助家長與老師建立台灣孩子對生命態

度、文史觀、世界觀跟品格教育想法。 

 

4. 教師聽眾-推廣建議方向 

質化座談會發現，大部份教師會推薦給學生家長收聽原因，主

要為家長對於新課綱，教育訊息不熟悉，但每位家長資訊需求不同，

因此收聽教育電台會得到較多元的訊息。 

多數教師對「媒體素養數位教學研究計畫種子師資工作坊」興

趣不高，因為較無切身需要與急迫性，但對於增加技術職能(例如線

上學習或電腦教學課程)的工作坊需求較高。 

在推廣方面，建議可跟國小網頁建立連結，讓家長/學生點入網

頁，透過學校系統與老師推薦，提高家長與學生對於教育電台的知

悉度，網頁點閱率與收聽率。 

 

5. 學生聽眾-節目製播建議方向 

質化座談會發現，多數高中生聽眾對素養頻道評價不高，認為

太制式化，題目不有趣，部份大學生則認為教育電台新聞節目內容

不錯，與公視水準相當。 

針對高中生聽眾，建議增進英文字彙的節目或是外文節目；針

對大學生聽眾，節目內容豐富，但不會花太多時間收聽， Podcasts

節目形式較符合收聽習慣，可專注主題收聽，不被其它節目干擾，

建議未來可針對大學生族群，剪輯適合主題內容，製播教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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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s 系列。 

 

6. 學生聽眾-推廣建議方向 

質化座談會發現，高中生與大學生族群，整體收聽廣播比例較

低，且未來收聽教育電台的意願也偏低(目前無收聽教育電台者)，未

來若要提高這二種族群的收聽意願，建議需要結合校園活動為主要

推廣方式，較能有效接觸到有意願或有興趣收聽教育電台的學生(高

中生與大學生)聽眾。 

 

四、專家學者針對節目製播建議  

1. 親子頻道「好家在這裡」-親子情緒教育 

專家學者多給予正面評價，正面評價為議題選擇很用心，製作

內容很精緻，缺點是內容不夠深入，演出較不真實與過於理想，容

易因目標族群設定模糊造成對家長或學生吸引力不足。 

建議應先設定節目的目標族群，針對目標族群給予深度探討，

找尋真實家庭案例或邀請上節目、開放 CALL IN 等，更能貼近民眾

生活體驗。 

部份專家認為因新興媒體影響及民眾休閒時間破碎化，建議可

縮短節目時間，一個小時節目有點過長，節目可由三段濃縮成二段。 

 

2. 「教育行動家」節目 

專家學者多給予正面評價，正面評價是內容豐富，接觸多元世

界，缺點是目標族群不明確，內容深度有差異，節目單元間編排不

連貫，造成收聽者困惑，且部份節目有廣告置入的感覺。 

專家學者建議，應針對目標族群設計符合深度之節目內容，例

如針對學生英文程度分級，同時節目播出過程中，在破口處再介紹

一次今天請到來賓名稱，並注意來賓與產品關係，以及介紹文案內

容，避免聽眾有節目廣告化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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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業大未來」-3D 列印產業 

專家學者多數評價較差，正面評價是產品內容非常專業，原理

說明詳實，缺點是太過專業，對於一般聽眾沒有吸引力，同時沒有

由政策面/實際面針對學生/家長補足，因部份題目很難聽覺化，收聽

起來較為無趣。 

專家學者建議應針對介紹產業，增加目前國家發展推動方向，

或是學校相關科系與就業方向媒合，增加學生聯結度與興趣。 

此外，在來賓邀請方面，因產業原理內容過於專業，若來賓口

語表達能力不佳，會讓節目更難吸引聽眾，同時時間安排要更費心，

因為一般民眾休閒時間很難專注傾聽，建議將節目再分割化，讓聽

眾容易吸收節目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