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特臉書封殺川普「兒童新冠免疫言論」 

—42 國【兒童．新冠肺炎．媒體】研究報告發布會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聲稱，孩童對新冠肺炎「幾乎免疫」，臉書和推特立即下

架川普相關言論。臉書強調，總統這段不實言論，嚴重違反該公司禁止分享不實

疫情訊息的規定，更可能帶來全球第二波疫情重大傷害。 

「孩童、媒體及新冠肺炎病毒」研究是個最新的、以兒童為對象的，由 42 個

國家共同參與的大型新冠肺炎跨國研究計畫，由國立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

究中心與富邦文教基金會共同贊助台灣的研究團隊，本研究計畫針對全球 4,322

名介於 9⾄13 歲兒童的跨國研究顯⽰，若孩⼦們能對冠肺炎病毒有基礎的知識，

並知道如何正確保護⾃⼰，他們才能穩健過關。然而，孩⼦們若⼤量買單網路上

的假訊息（諸如：多吃⼤蒜就不會感染新冠肺炎），那麼他們過份擔⼼的可能性

往往會更⼤。 

巴伐利亞廣播電台的國際青少年與媒體教育研究中⼼、慕尼⿊國際兒少影展

（PRIXJEUNESSE）協同國際研究⼈員，針對全球 42 個國家的 4,322 名 9⾄13 歲

的兒童進⾏這項「孩童、媒體、新冠肺炎病毒」的研究，詢問孩⼦對新冠肺炎病

毒有什麼樣的感覺和理解，以及在此期間，孩⼦們如何使⽤媒體、排解壓⼒的策

略為何？還有如何調節⾃⼰的媒體使⽤？研究調查期間為 2020 年的 3⽉31⽇⾄4

⽉26⽇，這也正是⼤多數國家的封鎖⾼峰期，故研究樣本可能無法確切代表全球

的每個國家。然⽽，本研究仍提供了我們⼀些發現，讓我們得以透過孩童的 眼

睛，觀看新冠肺炎病毒影響下的世界。 

世界各地的兒童焦慮程度各有不同，而相同的是他們都能感覺到⽗⺟的憂⼼ 

幾乎每名參與研究的孩童的⽣活都產⽣了巨⼤的波動。⼤部分⼈不能上學、

⽗⺟在家⼯作、無法出⾨運動，更甭提休閒活動。在參與研究的孩童裡，2 名中

就有 1 名因新冠肺炎病毒⽽感到憂⼼忡忡。感到「⾮常憂⼼」的孩童⽐例在各國

皆有不同，在奧地利和德國感到「⾮常憂⼼」的兒童⽐例較低(分別為 2%和 3%），

但在坦尚尼亞則有 4 分之 3 的孩童感到「⾮常憂⼼」。 

  



兒童心裡最⼤的恐懼：家⼈會⽣病、不能拜訪祖父母 

孩童們最⼤的恐懼在於家庭成員會跟著⽣病，其次則為⻑時間不能拜訪⾃⼰
的祖⽗⺟或親戚，以上兩點為不同國家兒童共同的恐懼。值得注意的是，有六成

孩童擔⼼⾃⼰也會染病，且各國有明顯差異，擔⼼⾃⼰會染病比例較⾼的國家為

⽇本（93%）和台灣（86%），比例較低的則為奧地利（35%）和德國（39%）。 

對新冠病毒懂得越多，擔⼼就越少 

這份研究清楚地釐清理解和擔憂之間的關聯，關於新冠肺炎病毒以及該如何

保護⾃⼰，孩⼦們接收到的知識含量越少，感到「⾮常憂⼼」的⽐例就會越⾼。 



 

 

 

 

 

 

 

 

 

孩⼦們越相信假訊息，「⾮常憂⼼」的⽐例就越⾼ 

如果孩⼦被流傳的假訊息故事所吸引，他們「憂⼼忡忡」的⽐例就越⾼，

諸如：「新冠肺炎病毒其實是外國政府的武器」或「⾷⽤⼤蒜可協助你對抗新冠

肺炎病毒」。由此可得出的結論是，知識可減少不確定性，並從⽽減少憂慮。 

本研究總計畫主持⼈德國的瑪雅·歌慈博⼠表⽰：「孩⼦們需要適合他們年

齡的、量⾝訂做的新聞資訊和媒體，在不嚇跑孩⼦和不使孩⼦焦慮的狀況下提

供他們可靠資訊。」 

本研究台灣團隊主持人暨本中心執行長陳正倉教授表示，由於兒少節目會

影響兒少的身心發展，兒少節目的多寡及內容、品質非常重要。兒少代表蒲思

云表示，我們應破除大人瞭解就等同於孩子也瞭解的想法，直接與孩子對話，

針對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法，針對疫情，我們也應該從孩子的

角度出發，考慮更多孩子在心理層面遇到的困境，協助孩子面對問題。兒少代

表花湧惠表示，媒體扮演的不再只是傳遞訊息的媒介，我們應該正視媒體的巨

大影響力，媒體之於新世代兒少的影響力是整個社會都應該具有的共同意識，

我們要先看見兒少，才能讓兒少被看見。 

立委王婉諭也以個人經驗分享，在疫情期間，小孩常常問起防疫相關的問題，

都會花上不少時間跟他解釋，也會告訴他這些防疫措施背後的意義，讓孩子接收

到最直接、正確的資訊。王婉諭呼籲，這樣的工作，不只有家長可以做，電視和

手機網路是孩子接收資訊的兩大管道，如何能讓孩子接收到正確而易懂的消息，

是我們應該努力的。先前衛福部拍攝洗手兒歌、給孩子的防疫影片，都值得肯定。

然而，以英國的 BBC 為例，《Newsround》這樣的兒少新聞節目，從 1972 年就播

出至今了，而台灣至今卻仍缺乏這樣的平台，如何提升閱聽素質、增加兒少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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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率，仍需要我們更多的努力。 

立委洪申翰認為限制並不是最可怕的，最讓人恐懼的是沒有告訴理由的限

制，而這可能是這個世代的兒童正在經歷的感受。因此專門設計提供給兒童的

防疫資訊，才有機會減少兒童因為不了解防疫狀況，而產生的擔憂跟恐懼。我

認為政府是有必要在這部分做得更完善，針對不同年齡層，提供精準及完整的

防疫資訊，我們千萬不能因為年紀小的兒童，還沒有機會向我們反應問題與意

見，就忽視他們獲取正確資訊的權益。 

長期支持這樣研究計畫的富邦文教基金會總幹事冷彬表示，台灣兒童節目

的自製率過低、節目型態過度單一的問題，在這種國家重大危機中會更被凸顯

出來，無法即時透過多元的媒體影視音作品與孩子直接對話，引發思考與行

動，使得即便台灣疫情不如國際嚴重，但孩子們的憂心程度卻仍然偏高，這是

需要產官學界一起正視的現實。 

台灣團隊黃聿清教授也表示，這些研究發現再次顯現出了兒少媒體在當下

時代的關鍵性。媒體可以使⽤適合年紀且淺顯易懂的⽅式，協助孩⼦渡過危

機；也可以教導孩⼦如何既能保護⾃⼰，亦能保護他⼈的負責態度。此外，媒

體更能夠讓孩⼦知道對抗疫情的最好⽅法。 

 

台灣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執行長 陳正倉教授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黃聿清教授(0928122922) 

新聞聯絡人：藍淑芬(0920643779) 

 

  



附件一：洪申翰委員發言稿 

今天很感謝台大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以及關心兒少發展的富邦文教

基金會，召開這場記者會，說明這次疫情之中，兒童的生活及心理所受的影

響，而這的確是在這波疫情期間，比較少被關注到的。在這次疫情之中，我們

如果從全球的尺度來看，很多兒童因為感受到疫情的影響後產生的焦慮，有很

大的比例是擔心身旁的人會生病，像是擔心家人生病、朋友生病、自己生病，

甚至是自己養的寵物會生病，我們也從這次記者會呈現的研究中看到，這些焦

慮隨著獲取正確的防疫資訊越少，感受到焦慮的狀況更為嚴重。  

回過頭來看台灣，相較全球其他國家，過去這段時間我們確實守住這波防

疫，但也不能忽視，我們的生活模式和感受，的確也因為疫情產生巨大的轉

變。像是在公共場所習慣戴上口罩，人與人間保持社交的距離，或是對於人的

發燒、咳嗽的行為更為敏感，而這些感受和體察也同樣會發生在兒童身上，但

目前，我們的確沒有看到相關部會，針對各年齡層的兒童可以如何獲取正確的

防疫資訊，有更積極的作為，過去我們除了跟兒童說明，去公共場所要戴口罩

外，我們有沒有透過電視、媒體等管道，去向兒童好好說明，戴口罩有助於避

免他生病的理由是什麼？或是口罩是可以怎麼阻擋病菌的？ 

我們同時也看到，在這波疫情期間，兒童所受的限制變多，衍生是我們提

供給兒童的自主性、創造性、開放性的空間降低許多。在這波疫情期間，我們

看到有非常多縣市的溜冰場、遊樂場暫時性的閉館，有些家長也降低週末帶兒

童到社區公園玩耍的機會，兒童有更多的時間是待在家中，而不能到戶外。在

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更需要透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媒體的資訊提供，讓

兒童去理解，他能移動的範圍縮小、碰觸的地方被限縮，這些感官限制理由是

什麼，否則他們只能在沒有理由的被限制中，去感受到自主性不斷的縮小。 

我認為限制並不是最可怕的，最讓人恐懼的是沒有告訴理由的限制，而這

可能是這個世代的兒童正在經歷的感受。而設計專門提供給兒童的防疫資訊，

才有機會減少兒童因為不了解防疫狀況，而產生的擔憂跟恐懼。我認為政府是

有必要在這部分做的更完善，針對不同年齡層，提供精準及完整的防疫資訊，

從提供給兒童的資訊內容設計，分析兒童較常接觸的資訊管道，來提出一套在

接下來防疫節奏中，兒童能妥善獲得正確防疫資訊的計劃。我們千萬不能因為

年紀小的兒童，還沒有機會向我們反應問題與意見，就忽視了他們獲取正確資

訊的權益。  



附件二：王婉諭委員發言稿 

立法委員王婉諭委員指出，透過這個研究我們發現，新聞內容包含正確知

識的比率越高，兒童的焦慮與擔憂越低。記得在疫情爆發初期，許多新聞媒體

在報導國外疫情時，直接放上患者在路上昏倒、部分村莊以暴力的方式驅逐疑

似確診的居民等畫面，這些除了真實性待檢視，有些影像甚至連大人看了可能

都會覺得怵目驚心。播送給兒童觀賞，想必也會增加孩子的焦慮。 

 

王婉諭提到，他過去先前也質疑過 NCC、法務部、警政署這些單位，對於

重大事件的新聞畫面是否能有所規範，否則這樣對閱聽人，尤其是孩童，不僅

增加了不必要的恐懼，也會傳遞出錯誤的資訊。 

 

王婉諭也以個人經驗分享，在疫情期間，小孩常常問起防疫相關的問題，

都會花上不少時間跟他解釋，也會告訴他這些防疫措施背後的意義，讓孩子接

收到最直接、正確的資訊。 

 

王婉諭呼籲，這樣的工作，不只有家長可以做，電視和手機網路是孩子接

收資訊的兩大管道，如何能讓孩子接收到正確而易懂的消息，是我們應該努力

的。先前衛福部拍攝洗手兒歌、給孩子的防疫影片，都值得肯定。然而，以英

國的 BBC 為例，《Newsround》這樣的兒少新聞節目，從 1972 年就播出至今

了，而台灣至今卻仍缺乏這樣的平台，如何提升閱聽素質、增加兒少節目自製

率，仍需要我們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