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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一位數位移民的告白》透過一位來自美國最大報社的數位移民，決定張開雙臂擁

抱數位科技新大陸，而第一步就從取消報紙訂閱開始，這本書，就是他的移民血淚史

。以個人經歷的回顧帶領讀者尋覓新的敘事形式，此書談到十六歲的數位原民，小學

一年級就會操作電腦、上網瀏覽；六十歲的數位移民，則必須從開機、關機與使用滑

鼠努力學起；而現在，無論原民或移民，都用iPhone、iPad與e-reader，玩

Facebook與Twitter，也常常上Flickr，所以我們有了Social network，在社群網絡

裡告訴別人自己的故事，也與他人互相連結故事。諸如此類的驚人轉變，顛覆了我們

以往認知的媒體形式，也是這本書要說的故事，試問十年前，有誰想得到現在的我們

，會一邊通勤一邊低頭玩Facebook，看著屬於我們自己的新聞。

 

 

 

世界正在轉變　忽視並不會讓它消失

 

記者：請問這本書想要傳達給讀者的是什麼？

 

 



 

　劉慧娟老師(以下簡稱劉)：作者在媒體界涉獵約有20年的時間，期間觀察到媒體

，尤其是報紙產業的改變，從實體紙本到數位報紙。整本書以科技決定論作定調，表

示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了，無論數位移民、原民都要接受這樣一個新的環境。就數位移

民來說，有些人適應較快、有些人較慢，所以開始在心理、認知上發生衝突。

 

 

 

　張瓊穗老師(以下簡稱張)：數位誕生後從網路開始，以多媒體形式改變社會大眾的

生活和吸收資訊的形式。特別是數位移民，經歷了電腦網路轉移的世代。就資訊處理

來說，在資訊傳播、教育科技領域的人接受度比較高。這本書提到，包括從電子書、

電子報、網路新聞到網路電視，皆已經取代傳統的出版社；當然很多人還是習慣紙本

閱讀時做筆記，可是數位出版技術也可以提供線上做註記。因此我認為心理要去適應

改變，要有智慧去萃取哪些媒體的傳播方式適合你，進而融入你的生活，而不是去排

斥。

 

 

 

文字與圖像　不斷變動的大腦　思考背後的落差令人擔憂

 

 

 

　記者：請問這本書作者對於移民和原民是如何界定？

 

 

 

　張：廣義來說，1980後期是數位原民。因為他們一出生就習慣這些媒體，並使用圖

像來解讀；數位移民則是以文字，經過大腦的處理後，對於文字背後涵義有更深的了

解。

 

 

 

　劉：從1994年為分界，真正的原民是從小就接觸電腦和網路，他們在吸收和處理資

訊都是跟著網路走；在接受新型態的網路服務方面，心理的障礙相對較少。而所謂移

民是在大學或大學之後才開始接觸電腦、網路，所以兩者在認知系統的養成有很大的

差別。



 

 

 

　記者：您認為移民和原民的差異在那？從這兩者中得到什麼啟示？

 

 

 

　張：原民在文字書面的閱讀時間過少，包括聯合國對學生組織的調查顯示，他們習

慣使用簡化的圖像、影像與瀏覽網路新聞，而快速的資訊剪輯的確可以清楚看到訊息

的傳遞，但無助於了解事情背後隱藏的意義，且對事情的思考深度相對變得薄弱，進

而使得原民失去對於議題資訊的批判力。科技本來是要使人類進步，現在反而是科技

耽誤我們的學習。

 

　反觀數位移民，需要接受這樣的轉變，在真實生活中使用社群網站必須要很謹慎。

看完這本書，其實我並不全部認同作者的論調，因為完全沉浸在網路世界會打亂原本

的生活步調，所以我們在使用網際網路或高科技產品時，還是需要某種程度的限制

，讓自己有所切割，避免生活被這些東西給充斥。

 

 

 

　劉：原民是習慣資訊以簡短的方式呈現，但他們缺乏較深層的思考，而社會整體要

進步，還是需要紮實的功夫累積，然後轉換成自己的見解，這是原民較令人擔憂的部

份。另一方面，資訊以多元的方式呈現，其實是相當吸引人的。多數人在資訊爆炸的

時代，因為無法每天閱讀300頁的紙本，所以才會有摘要版的市場型態出現。只是當

推論過程的邏輯思考消失了，只剩下前言跟結論，始終是過於簡略。

 

數位移民多數時候看到這些差異，會理解到是因為他們閱讀的時間變少，而導致文字

能力變差；唯獨在接收影像的能力較強，卻是因為接觸網路的時間是大幅增加。就學

術發展和學習而言，相對抽象的文字，影像較為平易近人，所以在接受或學習文字型

態的資訊時，會形成認知上的負擔，反而影像不需要太多教育就能理解。為彌補兩者

在資訊接收能力的差異，老師們要不斷改變教學方式去適應學生，需要將資訊影像化

，因為如果只有書籍和述說，學生會無法理解。

 

 

 

 



 

取消紙本訂閱　我們正經歷一種個人的「數位變形」

 

 

 

　記者：請問作者為什麼認為數位原民會”相信社群分享”多於”經過編輯產出後的

內容”？

 

 

 

　劉：我會覺得編輯產出後的內容，是由前人的知識帶領與集合人生經驗的分享。如

同本書提到，資訊的正確性跟時效性的判斷是原民相對欠缺的，他們習慣資訊經過簡

化處理，但如果讀者能聰明的學會去分辨這些新聞或資訊，我覺得問題不大。但其實

我會比較相信編輯過後出來的內容，不過也要視何種類型的資訊，像是國家大事要選

擇比較有創意的媒體來解讀，學生八卦當然要看網路。至於新聞訊息來源的可信度

，我覺得還是有保障，所以我會願意在家購買網路上的內容。

 

 

 

　張：作者認為在數位社會中長大成人的世代，並不認為各種類型的媒體之間存在差

異，原民透過圖畫、文字和影像來思考，很自在地將它們混融於同一個空間，也因此

會相信社群分享多過於經編輯產出後的內容。事實上，當企業主客製化30分鐘的新聞

剪輯，皆與本身行業相關，對於企業經營是有幫助；而消費者在訂購此類資訊的動機

，除了因為需求因素之外，同時也滿足生活上的便利性，所以也會願意花錢，只是錢

的額度要視經濟能力而定。

 

 

 

網路無遠弗屆　變動的社群　將徹底改變我們的思考模式

 

 

 

　記者：數位時代使得人際間的信任減弱，您認為學生該如何在網路中找回信任感

？而網路上的即時訊息、匿名發言，是否會使年輕一代的學子無法體會發表意見的責

任與價值呢？

 



 

 

　劉：移民是比較感受得到人際間信任變得薄弱，原民則比較不會有信任感的問題

，只是信任感是需要去建立的，而如何在網路上建立信任感呢？除非當你在網路上都

遇到好人的時候就會建立了。但是我們常提醒學生，不要那麼的相信網路新聞或交友

，很多時候網路購物、Blog的介紹文都是行銷手法。

 

　我認為網路的激化、不負責任的發言是會影響數位原民無法體會言論的責任與價值

。只是現在已經有案例顯示，像是美國企業主普遍會搜尋員工帳號，並藉此來了解個

人特質。這使得大家會開始變得謹言慎行；年輕世代再經歷類似的學習經驗之後，也

可以認知到網路的無遠弗屆。

 

 

 

　張：我認同劉老師的說法，數位時代會使得人際間的信任變得減弱，因為該時代本

身難與信任感做連結，所以我們更需要對資訊進行過濾。綜觀學習環境與教育本質

，數位移民對於文字的學習是循序漸進，以致脈絡相成的，這對於問題的看法及文字

的思考有助益。只是以前的學習方法比較缺乏討論問題的氛圍，像我後來留學美國後

，藉由上課討論，與別人看法的激盪，進而去修正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也才有一種批

判能力和思考的培養；就像原民的網路素養是需要老師在資訊概論課的教導，在辨別

哪些言論適合放在網路上，同時也需要學生主動學習和經驗的累積，如此才能體會到

發表意見的責任與價值。這也是我們常與老師們溝通，因為他們接觸的是數位移民

，也該強調網路素養及如何培養自己獨立思考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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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播學系系主任劉慧娟

 



 

教育科技學系系主任張瓊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