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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調查臺灣地區佛教信眾的電視宗教頻道的收視行為，利用問卷調查的方

式，了解臺灣地區的佛教信眾對於電視宗教頻道的「使用與滿足」模式，並進而探討佛教信眾

於社會情境下所衍生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與滿足」模式，以及佛教信眾對於「媒體使用主

動性」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佛教信眾的「使用與滿足」、「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與滿足」，使用與滿足

間皆呈現顯著相關，印證了過去「使用與滿足」理論。在「使用與滿足」的題組中，臺灣地區

佛教皆偏重「資訊需求」的面向動機，而「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與滿足」題組中，則是偏重「心

靈安定需求」面向動機。 

綜合所有關於「生活型態」的分析，可以發現「媒體使用動機」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

動機」強烈的的佛教信眾輪廓為：年齡約 40歲以上，教育程度中下，多半從事傳統的農林漁

牧礦業產業工作，家庭中多半已有子女，會分配較多時間參與佛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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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Buddhists’ behavior of selecting the television 

religion channels in Taiwan by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the agenda of use and gratification 

regarding the television religion channels for Buddhists in Taiwan area.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probes for the modes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media use and gratification that is evolved from 

the social circumstance by Buddhists. And try to understand Buddhists’ initiative of media use. 

The result has discovered that it is interrelated positively between use and gratification referred 

to Buddhists’ use and gratification,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media use and gratification. This is 

proven the pervious theory of use and gratification.  

On the subject of use and gratification, the Buddhists in Taiwan emphasize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information demand. Nevertheless, on the subject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media use and gratification, the interior demand has been sided punctuated. To integrate all analysis 

of life style, it discovers that the profiles of Buddhists with passionate motivation for media use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media use are: the average age is above 40, low-medium education level, 

being engaged in traditional indu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ery, animal husbandry and mining. 

having children, spending more time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Buddhistic activities.  

Keywords: Buddhist, religion channels, use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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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佛教，從印度傳入了中國，在中國流傳發展了兩千年，而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路線有

兩條：一條是陸路，經由中亞細亞傳入我國新疆地區，再深入內地；另一條是海路，經由斯里

蘭卡、爪哇、馬來半島、越南到達廣州，即通過南海路線傳入我國內地（方力天，1994）。宗

教的傳播不外乎藉由「人」在不同地域間穿梭，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傳教士，更或許藉由通

婚，如唐朝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將佛教文物帶入，來達到宗教思想的傳佈，另一方面，當佛教

發展到某種程度時，就必須藉由取得「經典」來更新宗教思想以使整個宗教的發展更加完整。 

在大眾傳播媒體尚未發達的時代，宗教的傳播，依靠的是「人」或「經典書籍」，利用人

際傳播與書面呈現的經典作為依據，使其得以流傳與存續。但是隨著科技的發達進步，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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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機、衛星電視、手機與網際網路相繼的出現，使得「傳播」變得更加的便利與發達。在此

同時，宗教也與新興傳播科技相結合，並試圖找出最適宜的傳播方式滿足信眾的需求。 

生活型態是人們生活及支配時間與金錢的方式（Engel, Kollat & Blackwell, 1993），隨著時

間的遷移，工業化與都市化的興起，使得人們的生活型態不斷的改變，而科技的發達，加速了

宗教的傳播與宗教媒體使用的便利性，在這樣的環境變動下，閱聽人的生活型態與宗教信仰之

間的關係將會有怎樣的改變？也就是說閱聽人支配時間與金錢的方式會因為大眾媒體介入宗

教的傳播後而有所變化嗎？若有，這之間會呈現怎樣的關係？宗教性的媒體使用究竟在信眾的

日常生活中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是一種習慣，或是一種精神寄託？另一方面，宗教性活動在

人們生活中到底扮演著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宗教活動與宗教性的媒體使用之間的關係又是如

何？收看宗教性的節目是否能取代信眾實際參與宗教活動的行為？這些都是本研究所希望了

解的。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1-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在佛教信仰與衛星電視相結合後，壓縮了時間與空間，信眾可以在

家立即地接收宗教訊息，節省出外參加宗教活動的精力（Pettersson, 1986）。大眾傳播媒體介

入宗教行為後，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讓教義的傳播更加的廣泛與便利，在這樣的情況下，

信眾使用宗教性媒體與從事實質宗教行為之間會出現什麼樣的改變？這樣的改變會造成閱聽

信眾在信仰上或是行為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宗教的傳播是否加強了信眾對宗教的向心力？

信眾又是如何藉由媒體的使用，表現出對於宗教的向心力？另外，由於宗教頻道與一般新聞、

娛樂頻道不同，宗教頻道的收視行為對於信眾的生活型態產生何種影響？而信眾的生活型態與

使用宗教媒體會呈現何種關係？以上皆是本研究想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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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問題 

由於現今台灣地區針對佛教信眾媒體使用行為、宗教信仰態度與生活型態三者之間的關係

的研究文獻甚少，故本研究將以 80年代晚近「使用與滿足」理論為理論架構，藉由問卷訪談

的方式，實證探究下列問題： 

研究問題 1：佛教信眾使用電視佛教頻道的動機為何？是否從中獲致使用該頻道的滿足？ 

研究問題 2：佛教信眾從事佛教信仰活動與使用電視佛教頻道的行為間關係為何？ 

研究問題 3：不同生活型態的佛教信眾，其收視電視佛教頻道的習慣是否亦有不同？ 

第三節   台灣地區電視佛教頻道簡介 

台灣地區電視佛教頻道的發展是跟隨著有線電視起步的。根據我國有線電視法，所謂的有

線電視指的是「已鋪設纜線方式傳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收視、收聽」的媒體。台灣於

1968年在台中大甲、清水一帶出現有線電視（劉幼琍、陳清河，1998）。但是直到 1993年 12

月 20日才公佈了「有線電視法施行細則」，1994年 5月 1日衛星電視台開播，到 1996年 1月

有線電視陸續開播才正式邁入「有線電視年代」（洪平峰，1999）。 

有線電視的發展是為了改善收視情況，各國的發展都相差不遠，因此，國外學者對於有線

電視的定義為「直接用線纜傳輸視訊到訂戶家中，以改善無線電視收視情形，並播放更多頻道

的節目」（Head & Sterling, 1990）。 

英國於 1951年設立了第一座線纜系統（汪琪、鍾蔚文，1988），日本則在 1955年由日本

放送協會（NHK）在群馬縣特設置社區共同收視設備（游進忠，1994），而美國有線電視大約

在 195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Baldwin & McVoy, 1988）。相較各國有線電視的發展，台灣起步

算是相當慢的，因此關於有線電視中的佛教頻道之相關研究也就有限。 

以下將依照研究需要，介紹三個台灣地區的電視佛教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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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佛光衛星電視台 

隨著科技的發展，傳播方式的不斷更新，佛教教義的傳播方式亦有所革新。佛光衛視頻道

於西元 1997年 12月 16日開播，是華人第一家宗教公益、娛樂兼具的衛星綜合電視台，佛光

衛視的創辦人是星雲大師，創辦時，董事長由慈容法師擔任，總經理則是鍾世驊先生。目前佛

光衛視分成三大部門：節目部、製播部與管理部。由於佛光衛視屬於公益頻道，因此，不以廣

告為經濟來源，也就是說節目播出時不插播任何的廣告。 

佛光衛視的節目內容兼具佛教與社教意味，播送地區除了台灣以外，也透過「傳訊電視」

之北美衛星，提供每天一小時的節目讓北美地區華人欣賞。另外，進入網際網路，經過轉頻器

後，可以利用電腦1獲知佛光山在全球的活動概況，或是在線上收看佛光衛視的部份節目2。 

目前佛光衛視的節目類型可以分為：一、佛學節目：電視佛學院、星雲大師佛學講座、道

場介紹及佛教活動；二、兒童節目：美語教學、卡通片；三、益智節目：佛教 IQ、智多星；

四、人物專訪：佛心．明星．藝術家的故事；五、旅遊節目：佛光普照、大千世界、發現台灣；

六、家庭節目：天之美食、連續劇、影集、星期劇場；七、新聞性節目：新聞集錦、帶狀現場

叩應節目，評論當天所發生的新聞事件；八、其他：佛光世界、電視法庭。 

1-3.2 慈濟大愛電視台 

1995年 12月 1日，慈濟與多家有線電視公司合作推出每日一小時的「慈濟世界」電視節

目，在不同頻道、不同時間播送。慈濟大愛台於 1998年 1月開播，建台的目的是精確地報導

慈濟會員的所作所為，試圖將大愛台作為每個人心靈資訊的橋樑和溝通的管道，並利用媒體的

力量，來傳播人間的愛。與佛光衛視相同的是，慈濟大愛不以營利為目的。因此，該頻道中的

                                                 
1佛光山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fgs.org.tw 
2佛光衛視網站網址 http://www.bl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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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也不穿插廣告，其節目類型包括新聞類、戲劇類、藝術、人文、各國宗教、環保、動物保

育、生命科學等紀錄片以及經典電影的播放，並著手製作自己的節目。 

目前慈濟已跨入網際網路的世界，進入慈濟全球資訊網3就可以知道慈濟的最新消息，並

可查詢慈濟的歷史資料，與慈濟大愛台聯播的慈濟大愛轉播網4目前播放地區涵蓋了中國、台

灣、香港、新加坡與美國五地，可以選擇最佳視訊傳送，在網路上收看慈濟大愛的節目。 

1-3.3 法界弘法衛星電視台 

法界弘法衛星電視台於西元 1997年 1月 1日開播，節目內容包括：早課、晨間運動、空

中佛學院、健康素食、花藝欣賞、法界讀書會、濟世青草、晚課、佛經講座以及每天播出三次

的「法界新聞」。 

「法界衛星」是基於「客廳即道場」的理念而成立，為了增進現代人的宗教情誼、提昇信

眾的生活品質、提供心靈空間、圓滿身心修持、建立正知正見的理念。與佛光衛視與慈濟大愛

相同，法界弘法衛星電視台5也在網際網路上設有網站，介紹法界衛星中的法師與每日播映之

節目，與前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法界弘法衛星電視台網站並沒有提供「線上放映」的功能。 

根據上述的介紹，可以發現台灣的電視佛教頻道多在 1997至 1998年間成立，迄今不過五

年的時間。因此，有關台灣電視佛教頻道的閱聽人相關研究或是相關論述都很有限。 

第四節  研究名詞定義 

針對此次研究中所使用的特定名詞加以定義，並進行解釋，以期望研究能夠更臻周延： 

一、信眾：指的是有宗教信仰並參與宗教儀式的人，在本研究中針對的是信仰佛教的信徒。 

二、宗教：宗教在人類歷史裡得到的外在表達，展現了它本身的四個元素或面向。這些元素是

                                                 
3慈濟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tzuchi.org.tw 
4慈濟大愛轉播網︰http://www.iwant-tzuchi.com/  
5法界弘法衛星電視台網站網址：http://www.uct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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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ritual）、情感（emotion）、信仰（belief）、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它有確定的組

織程序---儀式、確定的情感表達類型、確定的被表達信仰；而且這些信仰被安排到同一個

體系之中，使得它內在一致，也跟其他信仰一致（蔡坤鴻譯，1995）。在本研究中所指涉

的宗教，單指佛教而言。 

三、道場：佛教信仰中，進行講道、說法，從事相關佛教儀式、活動的地點。 

四、佛教頻道：由佛教團體創辦，推廣該團體的佛教思想與信念，並以公益服務性質為宗旨的

有線電視頻道。 

五、生活型態：生活型態的定義相當多，Wells（1971）曾在 24 篇研究論文中發現了 32 種不

同定義。雖然如此，許多學者對於生活型態的定義仍不一致，以下整理出三種關於生活型

態的定義： 

（一）Andreason（1967）認為生活型態可視為一個時間分配的問題，即在時間資源的有限

條件下，不同的群體如何採取行動來分配這些時間，這種分析方式，可進一步推論

人們消費型態之基礎（別蓮蒂，2000）。 

（二）生活型態是一種社會學的概念，它探討人們在各項活動上所分配的時間、精力和金

錢（Demby，1974）。 

（三）生活型態是人們生活、以及使用時間、金錢的方式（Engel, Kollat & Blackwell, 1993）。 

為了瞭解台灣地區佛教信眾的生活型態與媒體使用行為之關連，並基於閱聽人所從事的宗

教行為與使用宗教媒體行為，包括使用行為與使用動機，與金錢分配，因此「生活型態」在本

研究中被視為一個人或是一個團體在社會上的生活與行為模式，而由於個人資源的限制，必須

對時間、精力及金錢有所分配，在分配的過程中，又受到社會、文化、信仰、價值觀及個人性

格特質等因素的影響，最後所呈現出一個人的活動、興趣、意見等等的生活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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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重要性 

自 Donohew等人（1987）所作的「媒體使用的社會與心理起源研究：生活型態分析」後，

利用「使用與滿足理論」與「生活型態」相結合的面向所作的閱聽人研究就很少出現6。然而，

隨著媒介市場的多樣化，閱聽人的需求也就更趨多元，單就「使用與滿足理論」所關注的媒體

使用行為來說，並不能讓研究者看到生活於整個社會脈絡下的閱聽人。因此，本研究試圖結合

「使用與滿足理論」與「生活型態」來分析台灣佛教信眾使用電視佛教頻道的情形，這樣不僅

對台灣佛教信眾的媒體使用行為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電視佛教頻道業者更可以針對佛教信眾的

需求來調整頻道內容。 

                                                 
6 文獻搜尋資料庫為ERIC Data Base，搜尋的起迄時間自1986年至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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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使用與滿足理論 

2-1.1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發展歷程 

使用與滿足理論從 1960年代開始發展，所探討的是媒介內容與閱聽人使用媒介的研究取

向，「使用與滿足」理論的中心假設就是「主動的受眾」（Katz et al., 1974），強調受眾與媒

體之間的自願性與選擇性本質。也就是說，閱聽人在社會及心理結構下和可接觸的媒體等限制

下，閱聽人能夠主動地選擇所需要的傳播情境。Blumler & Katz等人（1974）將使用與滿足理

論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兒童期、青春期與成熟期。 

（一） 兒童期 

40 年代開始，有些學者開始關注到閱聽人使用媒體的主動性，開始另闢一個研究方向，

嘗試找出閱聽人的需要、興趣，當時的學者將閱聽人的使用動機當作是傳播過程的中介變項來

探討，強調閱聽人是主動的，進而探討閱聽人真正的需要與興趣。因此，早期的使用與滿足研

究大多在探討閱聽人如何使用媒介，以及從某一特定內容中獲得何種滿足，來了解閱聽人表現

於外的媒介行為（Rubin, 1986; Katz, Blumler & Gurevitch, 1974）。 

這時期著名的研究就是藉由紐約八大報社派報生大罷工時，回溯調查有報可看當時的讀報

動機（Berelson, 1949），該研究發現讀者的看報動機為︰（1）要明瞭公眾事物的消息與解釋；

（2）要從報中尋找日常生活的指導；（3）為了消遣；（4）充實與人交談的內容，以提高社

會聲望；（5）和社會名人作間接的接觸；（6）「閱讀」被認為是件好事；（7）維護安全感；

（8）讀報是一種習慣。除此之外，Berelson （1949）發現，每日的閱報行為是成人自認參與

公眾事務與公眾生活的方式。此一時期的其他相關研究還包括探究人們收聽廣播肥皂劇的動

機，研究發現許多廣播閱聽人藉由收聽肥皂劇，學習解決人際關係問題與社會角色的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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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zog, 1944）。另外，Wolfe & Fiske（1949）針對兒童閱讀漫畫的動機與滿足也做了相似

的研究。 

（二） 青春期 

50年代是美國電視爆發的時代。從未有任何其它傳播媒體發展地如此快速。1948年時，

美國的電視機不超過十萬台，到了 1959年，美國總共有超過五千萬台的電視機。短短十年間，

電視成為美國人生活中最普遍的傳播媒體，而兒童收看電視的傳播行為等十一項不同的研究也

帶動了使用與滿足的研究；當中的研究發現電視可以滿足兒童的三種需要：（一）娛樂，看電

視可以逃避日常問題與解悶；（二）消息，可以從中學習解決人際問題並且社會化；（三）社

會效用，提供社交生活，可以與同儕討論電視劇情（Schramm, Lyle and Edwin, 1961）。 

此時期的使用與滿足研究強調個人屬性、社會或心理的整合程度，主要探討個人屬性，和

媒體暴露型態（如媒介暴露的時間、偏好的媒介內容以及所使用的媒介類型等等）的關連性，

並使用統計分析的方式，將影響媒介使用的社會、心理因素加以分析。 

（三） 成熟期 

70 年代是使用與滿足研究理論的關鍵發展時期（Katz, Blumler & Gurevitch, 1974, 

Palmgreen, 1984, Rubin, 1986），實證研究皆以閱聽人的需求及滿足為出發點。這時期使用與

滿足理論的三個研究目標為（Rubin, 1984）：1.了解個人如何使用大眾傳播媒體來滿足需求；

2.了解個人媒介行為的動機背景；3.測知不同的需要、動機與傳播行為，三者所產生的媒介功

能與結果。Palmgreen與 Rayburn（1979）研究收看公共電視的動機，發現收看公共電視的動

機包括了：放鬆心情、學習、傳播有用性、忘掉煩惱、打發時間、作伴以及娛樂。 

「媒體使用與滿足」理論的核心概念，是從個人社會及心理的「需求」開始發展，為了滿

足這些需求而產生個人對大眾媒體或其他來源的「使用」及「期望」，進而造成「需求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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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z et al., 1974）。在這樣的狀況下，Katz等人為使用與滿足理論提出了五個基本假設： 

1. 閱聽人是主動的，而且是有目的的使用傳播媒體。 

2. 閱聽人根據自己的需求來選擇媒體和傳播內容，他們主動將需求的滿足與媒體的選擇連

結起來。 

3. 大眾傳播只是滿足需求的途徑之一。 

4. 閱聽人明確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並且能將他們的使用動機與需求說出來。 

5.此研究取向不做大眾傳播文化意義的價值判斷。 

Blumler與 Katz（1975）認為使用與滿足研究至 70 年代時已邁入成熟的階段；許多學者

（Katz, Blumler & Gurevitch, 1974; McQuail & Windahl, 1981）對於使用與滿足研究做有系統的

調查，確立了使用與滿足研究的基本邏輯，其理論架構如下： 

          心理的               媒介                 媒介暴露 

閱聽人           需求    對           的期望 

          社會的               其他來源             從事其他活動 

        需求得到滿足 

 

        其他結果 

圖 2-1.1 使用與滿足研究的基本邏輯 

由上表可知，使用與滿足研究的途徑有兩種：一種是以“需求”為出發點，先觀察閱聽人

的需求，之後再探究媒介與其他來源如何滿足閱聽人的需求；另一種則是逆向操作，以“滿足”

為出發點，先觀察閱聽人的滿足，然後再去建構出閱聽人的心理或社會性需求。 

由於強調閱聽人的使用與需求，因此閱聽人使用媒體的「動機」，就成為使用與滿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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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概念。Perse（1992）的研究指出，「動機」會造成人們的媒體選擇，而不同的動機，

則會有不同的媒體選擇與不同的節目選擇。動機造成了媒體滿足的尋求（或消費），但其跟滿

足的獲得是否直接相關，仍值得商榷。因此，在 1970 年代，有不少學者強調媒體滿足尋求

（Gratification Seek，以下簡稱 GS）與媒體滿足獲得（Gratification Obtain，以下簡稱 GO）動

機之間的區別（Palmgreen et al., 1985）。另外，「動機」在使用與滿足的研究取向中的位置，

可以分為以下四種（Bantz, 1982）：一、比較不同媒體間的使用動機，例如比較雜誌、報紙、

電視和收音機的使用動機（Towers, 1986）；二、研究某一種媒體的使用動機，例如研究電視

收看的動機（Rubin, 1981），他發現人們收看電視的主要動機有打發時間、使自己不覺得孤單

以及娛樂；三、探討節目類型的使用動機；四、特定節目的收看動機，例如公共事務電視節目

的動機研究（Hur & Robinson, 1981），研究中顯示人們為了學習、有參與社群感、覺得自己

有影響力﹒﹒﹒等等因素而收看公共事務電視節目。上述四個方面是使用與滿足研究中最主要

的動機研究。另一方面，Windahl（1981）將媒介效果與媒介內容等變項放進使用與滿足理論，

他認為媒體的使用與滿足的研究必須要考量媒體的內容特質才能進一步去討論。 

大致來說，使用與滿足理論提供了多面向的研究途徑，包括研究中介傳播情境、單一或複

合心理需求機制、心理動機、傳播途徑、傳播內容或是在特殊或跨文化情境下等研究（Lin, 

1996）。但是使用與滿足理論強調功能論的觀點與閱聽人的主動性，卻忽略或不考慮社會、文

化結構與媒體結構等因素，以及媒體本身所顯現的特質意義，則是此理論所不能顧及的面向。 

2-1.2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再整合 

80年代，Windahl（1981）認為使用與滿足研究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經過了“成熟期”

後，使用與滿足的研究者不斷地增改，但是仍然無法為使用與滿足的理論架構找到很好的出

路，於是他建議結合使用與滿足及媒介效果兩種研究，將閱聽人使用媒介後所獲得的滿足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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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主觀效果」，在此同時也加入社會、心理等相關變數以試圖突破使用與滿足研究的瓶頸。

接下來，許多的研究都應用了此一研究方向發展，其中有 Windahl 本身所提出與 McLeod、

Becker（1981）的「使用與滿足模式」以及 Palmgreen等人所提出的「媒介滿足的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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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Windahl（1981）的使用與滿足模式  

Windahl將使用與滿足的過程變為是整體傳播過程中的一群中介變項，同時本身也是自變

項。 

社會 
 

 

 
 
 
 
 
 
 
 
 
 
 
 
 
 
 
 
 
 
 
 
 
 
 
 
 
 
 
 
 
 

圖 2-1.2-1  Windahl（1981）的使用與滿足模式 

傳播者內在的與外在的個人特質（包括需要、興趣、社會關係等），
傳播者選擇替代性訊息、其他媒介及閱聽人的理解 
 

傳播者對訊息、形式及內容的選擇 
傳播者對有關閱聽人和媒介的選擇 

閱聽人內在和
外在的個人特
質（包括需
要、興趣） 

閱聽人對傳播
者、媒介內容
的接觸、理解
與期望 

決定使用媒
介的內容 
決定使用其
他功能性替
代活動 

使用媒體的內
容（媒體的使
用量、類型、
所使用的內容
關係） 

對個人層面的影響 

效果 
主要由媒介內容
所引起 

後果 
主要由媒介引起 

效果/後果 
由內容與使用同時
引起 

其他層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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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cLeod與 Becker（1981）的使用與滿足模式 

政治傳播學者McLeod與 Becker於 1974年提出含有使用概念的效果模式：「交易模式」；

至 1981年，又將交易模式的理念擴展為「使用與滿足模式」。 

 

 

 

 

 

 

 

圖 2-1.2-2  McLeod與 Becker（1981）的使用與滿足模式 

l 個人基本需要 
l 當時社會情境 
l 個人社會背景 
（人口學變項） 

動機 
（尋求滿足） 

評估各個可獲得
滿足的管道 

行為 1：不使用媒介 
行為 2：使用媒介 a 
行為 3：使用媒介 b 

行為 1 
行為 2的易得性
行為 3的易得性

效果 
主觀效果（獲得的滿足） 
客觀效果（預期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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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almgreen與 Rayburn（1985）的「期待-價值模式」 

期待-價值理論所依循的原則就是，態度是經驗確定的信仰與價值觀（個人偏好）造成的。 

 

 

圖 2-1.2-3  Palmgreen與 Rayburn（1985）的「期待-價值模式」 

這樣的模式所表達的是：某種特殊的傳媒內容，具有種種明顯負載著正面與負面價值的屬

性。也就是說，傳媒或內容的相關屬性是可以認出的，可以向被調查者提問，瞭解他們如何評

價每種屬性以及是否傾向使用某種特定的內容或媒介。McQuail（1994）認為「價值-期待」模

式中的媒體「滿足」即所謂媒體所提供的報酬，許多關於媒體使用的個人動機理論都認為，受

眾基於過去的經驗，會期待也預期媒體所提供的報酬，這些報酬是個人評估媒體與過去使用相

同媒體所經歷過的滿足。閱聽人可以藉由使用「媒體的形式」（媒體的種類、使用的方式、使

用的時間等等）或是「媒體所提供的內容」來獲得前述的「報酬」，這樣的報酬能夠讓閱聽人

之後或其後的選擇提供指引（或是回饋），累積成為媒體的有關訊息的素材。因此當閱聽人使

用媒體所獲得的滿意程度（GO）明顯的高於所尋求的滿足（GS）時，閱聽人就會投入高度的

注意力並花費更多的時間於媒體上。 

信念 

評價 

所尋求的滿足(GS) 傳媒使用 所得到的明顯滿足(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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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almgreen等人（1985）的「媒介滿足的整合模式」 

Palmgreen等人（1985）提出可涵蓋傳播過程中每一組變項的多變項比較模式，強調閱聽

人在決定接觸媒介或其他人際活動時，是經歷一連串認知或情感的比較之後的決定，媒介接觸

是具有選擇性的，所以媒介行為絕不是單一偶發事件，它是許多變因運作下產生的結果。 

圖 2-1.2-4  Palmgreen等人（1985）的「媒介滿足的整合模式」 

1.社會文化結構 

2.媒介結構與科技 3.媒介內容 

4.習慣性的媒介行為 5.對大眾媒介和其他消息來源
的信賴與期望 

6.需要 7.顯現的價值與態度 8.尋求滿足GS

9.傳播行為 
a. 媒介消費 
b. 非媒介消費 

10.娛樂 
a獲得滿足 GO 
b其他結果 
l 認知的 
l 情感的 
l 行為的 

個人特質（包括社會地位、社會情境與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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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Quail與Windahl (1993) 認為「使用與滿足」理論的最大貢獻在於對閱聽人或使用者有

更完整的描繪。 

上面三種模式（除了「價值-期望」模式，強調個人屬性外）都將「使用與滿足研究」放

置於社會文化背景之下，而不再單獨針對閱聽人的使用行為做直接的推論研究，這些傳播模式

不但考慮「滿足的獲得」，也將閱聽人「滿足的尋求」回饋關係包括進去，同時更將需求、價

值觀、信念、社會與心理因素列入考慮，因為這些因素可能觸發行為的動機，並影響媒介結構

與訊息內容，將所有可能影響閱聽人滿足尋求過程的因素都涵蓋進模式中，拓展了「使用與滿

足」理論的應用範疇。 

2-1.3 使用與滿足理論與電視媒體的研究回顧 

由於國內外運用使用與滿足理論為架構的研究相當多，而本研究重點在於台灣地區佛教信

眾生活型態與媒體使用行為之間所呈現的關連性。因此，以下將介紹關於使用與滿足理論應用

於電視媒體的經典研究，許多後續研究都是延續這些研究而來的。 

Swanson（1987）整理了過去傳播效果與閱聽人等研究，他認為電視的觀看習性可分為兩

種：（1）儀式性：習慣性的使用電視以轉移注意力；（2）工具性：目標導向的電視使用者，

讓電視提供並滿足各種的需要與使用動機。 

以收看電視的動機的研究為例，Greenberg（1974）發現兒童收看電視的動機依重要程度

區分為：習慣、打發時間、為了作伴、尋求刺激、學習、放鬆心情以及忘卻現實生活。但是其

他的相關研究也指出電視的兩種觀看型式與閱聽人的支配型人格特徵相關，例如 Hawkins 和

Pingree（1981）發現觀賞犯罪/冒險和卡通節目這一類型的閱聽人與其他節目之閱聽眾相比，

是具有支配型人格特質的，也比較容易預測其收視行為，重度的觀看者也往往是此類型的閱聽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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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Rubin（1981a）接續 Greenberg的研究、將閱聽人的年齡範圍擴大到四至八十九歲，發

現人們收看電視的動機有九個，分別是打發時間/習慣、為了作伴、尋求刺激與興奮、為了收

看某些特定的節目、放鬆心情、為了獲得消息及學習、逃避及忘卻現實生活、娛樂及和朋友家

人一起看。另一方面，Palmgreen與 Rayburn等學者（1979）也利用 Greenberg的動機量表，

研究收看公共電視的動機，研究結果顯示收看公共電視的動機包括了：放鬆心情、學習、傳播

有用性、忘掉煩惱、打發時間、作伴以及娛樂。 

至於人們收看公共事務電視節目的動機為：學習、有參與感、覺得有影響力、尋求刺激、

忘掉煩惱及緊張、消除寂寞（Hofstctter & Buss, 1981）。 

針對有線電視的研究，William（1985）認為有線電視閱聽人的使用動機與有線電視的特

性相關。例如：有線電視提供了多頻道的選擇，節目也相對具有多樣性，閱聽人的選擇性變大，

此外，有線電視中節目的放映多半具有彈性（可重複播放），因此閱聽人可自行控制觀看行為。

其他相關的影響因素還包括有線電視較無線電視清晰，或是可以滿足閱聽人的心理需求，可以

避免寂寞等。 

Donohew 等人（1987）進行有線電視研究，從閱聽人的生活型態探討使用動機，發現閱

聽人使用有線電視的目的為：1.守望；2.比較地方事務；3.收看未經檢查的節目；4.改善收視情

況；5.收看宗教節目；6.收看全天候節目；7.尋求全家可以一起收看的節目；8.與社會互動與娛

樂；9.打發時間；10.作伴，以避免寂寞；11.電視節目具多樣性，值得收看；12.追求流行資訊。

這樣的研究結果在 1986 年西德政府試用有線電視期間所進行的研究中再一次得到了印證

（Pfetsch & Kutteroff, 1988）。 

第二節   生活型態理論 

「生活型態」概念經常出現在行銷（Marketing）與消費者行為（Consumer Behavior）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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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學者將它稱為“心理特徵”（ psychographics）的研究（Anderson & Golden, 1984; Moven, 

1990; Zotti, 1985）。過去行銷研究多採用人口統計變項如收入、教育、性別、年齡等等做資料

分析，這些資料屬於描述性的資料，只能廣泛地區別消費者，無法作較深入之區隔；而現代社

會中產品的種類及選擇越來越多元，行銷策略須採用具區隔性的行銷方法，對於消費者資料的

描述性資訊，已無法應付今日複雜而精緻的行銷，“生活型態”的研究，正可以彌補人口變項

的不足。也就是通過對消費者的性格（personal traits），生活習慣（routines）以及心理傾向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s）來分類，建構起不同類型的市場區隔（ market segments）（方鏘傑，

1994；廖龍佐，1994；魏然，1997；Johansson & Thomas, 1994; Williams, 1981）。 

生活型態最重要的特徵在於它的可見性。藉著發展不同的生活型態，個人可以表達部份的

自我，而生活型態的可見性，就是了解現在社會中各種不同的生活型態關鍵。在十九世紀時代，

生活型態與階級地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同的階級的人所擁有的物質有極大的分野，階級

與外在的打扮、生活習慣與生活物資緊密結合。因此，藉由人們的穿著、說話、行為舉止，可

以明顯的辨別出其階級。 

然而，社會發展到現在，社會階級已經不足以分類生活型態。現在的社會由於物質生活豐

裕，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輕易擁有自己想要的物品，因此，在這樣的消費時代中，個人可以藉其

心理的慾望、需求及偏好等等，創造出個人特有的生活型態，生活型態反而變成一種可以分析

消費者內心的重要變項（Bourdieu, 1984; Heller, 1984; Johansson and Thomas, 1994）。 

Kotler（1998）指出，一個人的生活型態，是指人生活在這世界上所表現出在個人活動、

興趣和意見的形式（Pattern）。生活型態在描述整個個體（Whole Person）與其環境互動的情

形。生活型態能反映出比社會層級（Social Class）或人格（Personality）更多的向度。假如我

們知道某人的社會層級，我們可推論出他的某些行為，卻無法知道其個人特質。假如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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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的人格，我們可推論出他的心理特質，卻無法了解有關他實際活動、興趣和意見。生活型

態即在試圖描繪出人的本質和活動方式（Philip，1991）。 

根據學者的說法，生活型態與個人認同（self- identity）有著密切的關係，個人認同與一個

人在社會上所尋求的慾望、野心、目標、及需要有關，而生活型態可以視作個人所有的態度、

價值及行為，所以生活型態事實上可以看作是個人自我認同的不斷體現，是一種外顯形式的自

我認同（Johansson & Thomas, 1994）。 

構成生活型態的理論可以分成三種，第一種是從權力地位的觀點來檢視生活型態；第二種

則是從情感層面來探討生活型態，情感指的就是個人情感的展現；第三種則是從認知層面，也

就是價值體系來探討生活型態。根據價值系統觀點，個人的生活型態就是其價值觀的表現。生

活型態也可藉由三個層面來研究：價值層面、態度層面與行動層面。價值層面包括個人對物質、

道德、美學、生活品質、精神生活的觀點；態度層面則包括個人對人、事、物的看法；行動層

面則是態度經由不同形式的行動而付諸實行。雖然構成生活型態的理論可以分成三種來進行說

明，不過，由於價值觀的生活型態理論已經包括了情感、慾望、快樂等情感層面，因此，價值

觀的生活型態理論最能夠說明生活型態的理論基礎（Johansson & Thomas, 1994; Miegel, 1990; 

Rokeach, 1973） 

Wells 與 Tigert（1971）建議，衡量生活型態的方法就是直接詢問消費者的活動、興趣及

意見（AIO）：活動（activity）指的就是一種具體明顯的活動，例如看電視、購物等等；興趣

（interest）就是人們對於某種事情或主題產生的興奮程度，能吸引一個人特殊且持續性的注

意；意見（opinion）則是一個人對於外界環境刺激所產生的問題，以及所給予的口頭或文字

上的回應。AIO 也是目前測量生活型態最常見的方法。根據 AIO 所形成的三個不同構面可以

劃分出不同的生活型態族群。Plummer（1974）則認為一個消費者生活型態相關的實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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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要包括四方面的資料︰AIO 三構面、人口統計變項、媒體接觸習慣與偏好，以及產品和

品牌的使用情形。依照 Plummer 的模式，本研究可以將佛教頻道的收視行為視為一種產品的

使用情形，因此，亦可視為是一種宗教頻道消費者的生活型態研究。 

一般而言，生活型態的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兩種︰一種是一般化生活型態研究，主要著眼

於廣泛的去暸解消費者日常的個人活動、興趣、意見等生活全貌，藉以找出共同的價值，並將

有類似行為與觀念的消費者歸為一類，這種一般性的生活型態研究可以全面的了解社會上的消

費者類型，可作為行銷時區隔市場的初步工具。另一種則是特殊化生活型態研究，著眼於消費

者對於某一特定產品相關的反應，在進行此類研究時，通常會以部份一般化生活型態的題組再

加上一些針對主題產品的問題，組合成一份問卷，這樣的研究結果只對特定的產品有效，無法

應用在其他產品，因此，這樣的研究在行銷領域中不斷的重複產出（別蓮蒂，2000）。 

財貨與服務的獲得及使用是一種消費行為。隨著資訊和傳播科技的出現，使用者付費的概

念使得媒介使用行為轉變為一種消費行為。隨著時代遷移，傳統社會中的各項傳播媒介，不斷

地結合新興科技以符合時代需求。另一方面媒介種類五花八門，每種媒介必須與其他媒介競爭

以分享閱聽人每天固定可利用的時間。當閱聽人使用某一特定的媒介時，即是購買了科技本身

與使用了媒介所攜帶的媒介內容，這種花費在購買科技的金錢，與解讀媒體內容的時間，就是

一種消費。因此在現今科技發達的社會中，媒介使用行為已被視為一種消費行為（Morley, 

Hirsch＆Silverstone, 1990）。 

由於傳統媒介閱聽人的概念在 20世紀初，因經濟的發展使得它的意義及所代表的內涵起

了變化，由早期文化層面的意義和政治發展下「公眾」的意義，轉而修正成為一種「市場」的

新概念（McQuail，1983），同時被傳播學者引作為媒介閱聽人的研究，這種現象在一般民眾

可以有多種資訊來源及娛樂休閒選擇的高度傳播事業發達的國家中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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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Frank 與 Greenberg（1974）的研究指出，不同團體的成員會分別依不同的需要及

興趣來使用媒介中的節目及內容，因此每一種生活型態的觀眾群，其媒介暴露、內容選擇都會

有差異。 

生活型態與媒介使用行為結合的研究，最早是由 Wilson（1966）等人從家庭婦女在生活

型態、雜誌閱讀以及產品消費之間的相關性做探討。從此以後，生活型態的理論基礎即成了研

究閱聽人行為的重要變項之一。Donohew 等學者（1987）從生活型態的角度來分析閱聽人媒

介使用的社會和心理因素，經由因素分析後得到四種不同的生活型態，分別是︰自由奔放的家

庭主婦（The Disengaged Homemaker）、外向的行動者（The Outgoing Activist）、嚴謹的行動

者（The Restrained Activist）以及積極向上的勞動者（The Working Class Climber）。這四種生

活型態中，不受約束的家庭主婦一般而言所受教育程度較低，認為家庭遠比事業重要，且生活

總是較為規律的，喜歡討論流行的事物與髮型，最常使用的媒體就是有線電視；外向的行動者

多數教育程度較高、收入高、喜歡參加音樂會，以及藝術表演，最常使用印刷媒體，例如閱讀

新聞性雜誌及書籍；嚴謹的行動者與外向的行動者相似，不過前者年齡較長，喜歡使用的媒體

包括電視與印刷媒體；積極向上的勞動者特徵是教育程度低，平均年齡約 34歲，不認為報紙

是有用的，因此較常使用的媒體為有線電視。 

另外，Bass、Pessemier 與 Tigerts (1969)以 300個生活型態的陳述句來調查全國 800位電

視觀眾，研究結果發現，屬於傳統保守型的電視觀眾較偏好喜劇節目，而創新時髦型的觀眾則

較愛看脫口秀（Talk Show）節目。 

第三節  宗教傳播的相關研究回顧 

在過去十五年間，美國研究宗教傳播的議題日益增多（Simonson, 1997），許多福音傳道

者利用最新的科技來散佈文字、在螢幕上傳達影像。1980年間，大眾與學界最主要探討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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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就是社會、政治與宗教電視的精神性。相較於美國的學術研究，台灣對於宗教性媒體的閱聽

人研究相當貧乏，尤其是針對亞洲地區的佛教、道教，或其他相關教派的傳播研究也付之闕如。

截至 2002年 5月止，國家圖書館中“傳播”相關的碩士論文計有 5404篇，在傳播領域論文中，

關鍵字“宗教”的碩士論文計有 36篇，但是，實質與宗教傳播有關的研究只有 4篇，題目分

別是“一貫道信徒傳播媒介使用與認知”（ 1982）、“網際網路與基督教傳播機構的跨媒體結

合---從整合行銷傳播的角度”（1998）、“宗教衛星頻道經營管理之研究”（2001）與“宗教

性節目之意義再現”（2001）。因此，雖然本研究是探討台灣佛教信眾電視宗教頻道的收視行

為，但是，這一方面的文獻卻必須藉助過去國外對於天主教徒、新教徒與猶太教徒等所進行的

相關研究做為參考文獻基礎。 

1960 年代的研究顯示，以報紙這項平面印刷媒介來說，越常閱讀報紙的讀者，越常參與

宗教儀式活動（Sobal & Jackson-Beeck, 1981; Westley & Severin, 1964a）。參加教堂活動的人

與不參加教堂活動的人比較起來，參加教堂活動的人更加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因此偏好使用地

方新聞媒體，而地方新聞媒體也與社區的發展呈現相輔相成的情形（Stamm, 1985）。 

五分之二的天主教徒和三分之一的清教徒認為報紙是較精確的消息來源（Westley & 

Severin, 1964b），而多數的研究也顯示天主教的報紙讀者略多於新教徒的報紙讀者（Westley & 

Severin, 1964a ; Penrose, Weaver, Cole & Shaw, 1974 ; Rigney & Hoffman, 1993）。而 Rigney 與

Hoffman（1993）則發現猶太教教徒閱讀報紙的人數最多，而閱報人數最少的族群就是不屬於

任何教派者或是非基督-猶太教系者。Stamm與Weis（1986）認為天主教徒在教區內會形成地

方社群，為了支持這樣的假設，他們的研究發現，與訂閱地方報或是其他教區報的天主教徒來

說，社群內的天主教徒對自己的教堂感到親近，規律並積極的參與教堂活動，並且會主動的關

注自己所屬教堂的權益。這些研究顯示在宗教社群中，對於具有社群觀念的教派，報紙是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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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向心力最佳的媒介，而地方教區也藉由地方報紙傳達消息，但是媒體使用行為並不是影響

宗教行為的主要因素。此外，在報紙的市場研究中顯示，市場區隔出兩種人，一種是所謂的“進

步的保守主義者”（progressive conservatives），他們將報紙與網球運動放置在一個不關心的

位置，但是，對他們而言，教堂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另一種則是嚴格的獨立者

（grim independents），他們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報紙並不是十分重要的，同樣的，他們也認

為教堂也不那麼重要。 

而在廣播媒體方面，Neuwirth、Salmon 和 Neff（1989）發現教堂成員的友誼充斥著社區

認同與地方色彩，並且積極的使用地方性媒體，這樣的關係在廣播的使用上最為顯著。 

就宗教與電視之間的研究來看，一般而言，不看電視而會參加禮拜的人比看電視而參加禮

拜的人少（Tankard & Harris, 1980），然而，研究結果顯示經常參加教堂禮拜的人，很少是重

度電視使用者，這裡所指的「重度」使用是每天收看電視超過 6小時，這也就是說閱聽人參與

宗教儀式的次數越多，電視的使用時間越少（ Jackson-Beeck & Sobal, 1980）。此外，

Jackson-Beeck（1977）更發現「非觀看者」（nonviewers）比「觀看者」更有傾向宣稱自己是

無宗教偏好。新教徒的「非觀看者」與觀看者的比例相近，但是在天主教徒來說，幾乎都是「觀

看者」。 

一些信徒因無法參加儀式便觀看電視宗教節目，有些人甚至認為電視上的佈道比教堂中的

佈道好。原因有二，一是電視上的宗教節目比較有娛樂的成份，較不枯燥。二是有線電視的興

起使得宗教領袖可藉電視增加其信徒（Comstock, 1982），但是也有研究顯示電視宗教節目與

實際參與宗教儀式並無顯著差別，例如 Pettersson （1986）在瑞典進行比較電視禮拜與教堂禮

拜的研究中發現，每星期參加教堂禮拜與電視禮拜的人數比例差距不大，直接收看電視禮拜確

實是省去了部份累贅，但是，兩者所獲得的滿足程度是一樣的。就觀看電視禮拜的信眾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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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提供了非宗教性的、自我整合的滿足；對於參加教堂禮拜的信眾而言，教堂禮拜提供了參

與宗教儀式的氣氛與社會整合的經驗，兩者所提供的滿足是不同的，因此無法相提並論。 

1960年代，天主教徒比新教徒相信電視是精準的消息來源。而在電視娛樂方面，Hamilton

與 Rubin（1992）則發現，電視娛樂在自由派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要遠大於保守的新教徒，

同時，他們發現宗教的自由主義者將電視視為一種資訊來源管道，保守的基督徒的觀看模式則

更加的保守，他們會盡量去避免接觸一些特定的內容，然後觀看一些可以提供道德指引的支持

性節目，例如保守的天主教徒比開放的天主教徒會去避免暴力的電視節目，而保守的天主教徒

比起暴力節目又更注意電視色情的負面社會影響。 

Donohew（1967）研究發現教堂活動的參與者已經將“參與教堂活動”整合至自己的社群

中，對這些教堂活動的參與者而言，他們總是隨時接受改變，並且這些參與者的媒體使用表現

呈現與報紙、電視新聞有強烈的連結。而 Buddenbaum（1981）發現保守的基督教徒看宗教性

電視節目的比例與一般看電視的人口統計變項並沒有差異，然而，一般的電視閱聽人使用電視

是為了“娛樂”與“放鬆心情”，但是保守的基督徒看宗教性電視節目則是媒體關連的需求多

於實際參與教堂活動的刺激。Grunig（1979）發現，不管人們所能運用的時間有多少，他們常

常運用休閒時間來從事以家庭為中心的宗教活動，例如兒童發展與地方學校的新聞等等。 

Buddenbaum（1982）的研究顯示越是主動參加地方教堂活動的人，越會積極閱讀關於宗

教的新聞，然而，保守、上帝導向的人比較偏好地方內容、娛樂資訊的訊息，而高教育程度，

也就是所謂的「宗教知識份子」則偏好議題導向，包括各種不同觀點的內容。 

到了 1987 年，Abelman認為收看電視動機可分為工具性與儀式性。許多宗教節目的閱聽

人是有目的與選擇性的資訊搜尋者，閱聽人若是宗教信仰強烈，那麼收看宗教電視節目就近似

於參與宗教儀式；而儀式性的宗教閱聽人對於宗教信仰與所使用的媒介有強烈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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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lman, 1987）。 

針對天主教徒所做的研究顯示，年輕、單身的天主教徒比較不喜歡參與電子教堂（電視禮

拜），常看的宗教性電視節目多數為美國新教徒的節目，因此年輕的天主教徒傾向成為虔誠美

國新教徒（Welch, Johnson, ＆ Pilgrim, 1990）。另外一項有趣的研究則指出地方教區的牧師

比神父更關心自己教派的新聞，只有少數人會關心其他教派的新聞（Hammond and Mitchell, 

1965）。 

Lowney（1999）分析宗教性談話節目發現：此類節目已經先設想了電視機前觀眾的角色，

而觀眾也依循節目的設定，扮演預定的角色，而節目中見證人的告白，顯示藉由信仰的力量改

變罪人，進行著一種「醫療化」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可以讓電視機前的觀眾想像著別人

的經驗而產生同感，並且能夠與見證人一起分享到信仰力量所產生的轉變。此研究發現顯示了

宗教談話性節目能夠凝聚宗教的向心力，並讓信眾們對於該宗教產生共鳴，同時，也藉由電視

媒體形成宗教社群。 

從上述研究發現中可以獲得以下結果：參加教堂活動的人會比不參加的人更喜歡觀看報紙

與電視，猶太人比基督徒更喜歡使用大眾媒體，而天主教徒與自由派清教徒媒體的使用情形是

差不多的或是根本沒有受到宗教的影響，至於保守的清教徒，媒體的使用情形就不像前述兩者

般活絡。 

除了宗教信眾使用媒體的研究之外，有些宗教是“逃避”或是“禁止”使用傳播科技產物

的，例如：虔誠的老派阿曼門諾派（Old Order Amish）以及門諾會的成員（ the Mennonite 

Church），但是其他的門諾派與老派德國浸信教徒（German Baptist Brethren）對於傳播科技則

保持較輕鬆的態度，老派德國浸信教堂特別允許教徒使用錄音帶與收錄音機（ Barclay, 1967）。 

Bourgault（1985）在相關研究中發現，在俄亥俄州東南的一支聖靈降臨教派（Penteco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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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教徒多數同意“看電影”、“看電視”以及“參加任何公開的娛樂活動”是有罪的。

一些衛理公會教徒（Wesleyans）也持相似的看法，但是長老教會教徒（Presbyterians）與聖公

會教徒（Episcopalians）從不認為這些活動是錯誤的或是有罪的。 

綜合以上發現，宗教信眾在使用大眾傳播媒體時會被適合他們的價值觀系統與需求的內容

所吸引，融合了社區整合與世俗化的傳播並採用地方觀點的宗教節目是最適合宗教信眾的需

求。 

第四節  研究假設 

前述之研究結果顯示經常參加教堂禮拜的人，很少是重度電視使用者，這裡的「重度」使

用定義為「每天收看電視超過 6小時」，這也就是說閱聽人參與宗教儀式的次數越多，電視的

使用時間越少（Tankard & Harris, 1980; Jackson-Beeck & Sobal, 1980）。 

因此，佛教信眾如果參加佛教團體活動的時間越多，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時間會相對減少。 

假設一：佛教信眾參加道場活動的次數越多，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時間越少。 

假設二：佛教信眾參與佛教團體舉辦之公益活動次數越多者，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時間越

少。 

假設三：佛教信眾擔任佛教團體義工的時間越長，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時間越少。 

Frank 與 Greenberg（1974）的研究指出，不同團體的成員會分別依不同的需要及興趣來

使用媒介中的節目及內容，因此每一種生活型態的觀眾群，其媒介暴露程度與內容選擇都有差

異。 

假設四：不同生活型態的佛教信眾，觀看電視佛教頻道的動機會有所不同。根據本研究於

第一章第四節對於「生活形態」所作的定義，這裡所指的「生活型態」包括閱聽人所從事的宗

教行為與使用宗教媒體行為︰包括使用行為與使用動機，與時間、金錢等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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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Quail（1994）認為在「價值-期待」模式中，閱聽人可以藉由使用「媒體的形式」（媒

體的種類、使用的方式、使用的時間等等）或是「媒體所提供的內容」來獲得「報酬」，這樣

的報酬能夠讓閱聽人在之後的選擇中提供回饋，累積成為閱聽人對該媒體相關訊息的素材。因

此，當閱聽人使用媒體所獲得的滿意程度（GO）明顯的高於所尋求的滿足（GS）時，閱聽人

就會投入高度的注意力並花費更多的時間於媒體上。 

假設五：佛教信眾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觀賞佛教頻道的時間呈現正相關。 

假設六：佛教信眾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越高，觀賞佛教頻道的專心程度越高。 

假設七：佛教信眾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觀賞佛教頻道的涉入度呈現正相關。 

第五節  研究架構 

Palmgreen等人（1985）認為閱聽人在決定接觸媒介或其他人際活動時，是經歷一連串認

知或情感的比較之後的決定，因此閱聽人是選擇性的接觸媒介。媒介行為絕不是單一偶發事

件，它是許多因素運作下產生的結果。 

本研究依循 Palmgreen等人（1985）所提出的「媒介滿足的整合模式」為研究架構進行發

展，一一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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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研究架構圖 

1.媒體環境簡介 

介紹台灣地區佛教電視頻道： 

佛光衛星電視台、慈濟大愛電視台

與法界弘法衛星電視台 

 

2.媒介內容分類： 

放置於研究方法單元，說明節目分類項目： 

l 佛學、講經節目，如電視佛學院、靜思早課、

佛教倫理學 

l 教育文化節目，如錦繡中華、大地與人的對

話 

l 綜藝節目，如玫瑰綻放、殷媛小聚 

l 紀錄片，如蒲公英的天空、寰宇慈濟情 

l 新聞報導節目，如佛光新聞、大愛新聞 

l 連續劇節目，如大愛劇場、精選劇場 

3.台灣地區佛教信眾習慣性的四大

類媒介（電視、報紙、廣播、網路）

使用行為調查 

4.佛教信眾對大眾媒介和其他消息

來源（人際傳播）的信賴與期望調查

5.佛教閱聽人尋求資訊的滿足 

6.佛教閱聽人對於佛教所顯現的

宗教價值與宗教態度 

7.佛教閱聽人尋求滿足GS 

8.佛教閱聽人的傳播行為 

a.媒介消費 

b.非媒介消費： 
例如加入佛教團體、購買佛教相

關商品、捐獻活動或佛教相關活

動，與利他慈善活動 

9.娛樂 

a獲得心理滿足 GO 

b其他結果 

l 認知的 

對佛教信仰產生態度改變 

l情感的 
對佛教領導者、儀式、與同

儕的感情 
l 行為的 

對信仰佛教的行為方式改

變 

個人特質： 

佛教信眾的社會地位、以及個人心理因素與相關社會情境，

例如參考團體與家庭、同儕喜好與同儕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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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佛教信眾生活形態與媒體使用行為之間的關連。利用問卷調查法進行

資料蒐集，採取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方式進行抽樣，受訪者為台灣地區的佛教信眾。 

本章將以三節來說明研究的設計與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節為研究設計，第二節說明問卷

設計與解釋抽樣方法，第三節介紹資料分析的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取問卷的方式蒐集初級資料，問卷施放方式為立意抽樣，以求獲致觀賞電視佛教

頻道的佛教信眾填答問卷。 

立意抽樣是利用專家的判斷來選擇個案，或者是以心中特定的研究目的為標準來選擇個

案。立意抽樣適用於三種情況︰第一，研究者使用它來選擇特別能提供訊息的獨特個案；第二，

研究者可能使用立意抽樣來選取很難以接近、屬性特殊的母群中的成員；或是第三，當研究者

想要確認特殊的個案類型，以便深入探討，這種目的不是為了推論到較大的母群，而是要深入

了解這種類型的個案（Neuman, 2000）。本研究的目標樣本是台灣地區的佛教信眾且收看電視

佛教頻道的閱聽人，採用立意抽樣的方式可以讓研究者易於訪談到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閱聽

人，進而對研究問題得到具有可信度的答案。 

第二節  問卷設計與抽樣 

3-2.1問卷設計 

本研究在正式問卷（附錄一）施放前先進行前測，目的是配合正式問卷的研究樣本，將對

象設定為台灣地區佛教信眾。正式問卷則是依照前測問卷修訂而成。 

正式問卷分成下列幾個主要部份：消息來源、使用與滿足測量、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與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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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閱聽人主動性與人口統計變項。 

（一）消息來源︰資訊來源管道、節目消費類型與消費時間。指閱聽人獲得資訊的來源，

例如電視、報紙、廣播、網路或是人際傳播。正式問卷中此類型題目有 2題：第 1、2題。 

（二）使用與滿足測量︰包括媒體使用動機、媒體使用滿意程度以及閱聽人主動性測量。

在媒體使用動機與媒體使用滿意程度測量方面，所採用的題組是根據 Palmgreen, Wenner與

Rayburn於 1980年所作的研究，研究中發現，滿足尋求（GS）與滿足獲得（GO）的 14個項

目在多次測驗中，GS的測量項目彼此的信度相關係數是 0.65，而 GO的測量項目之間的信度

相關係數為 0.71。將過去研究所使用的題目應用在問卷中，使用與滿足的題目包括：使用動機

部份有 12題，從第 16題到第 27題，使用媒體獲得滿足部份則有 11題，從第 40題到第 50

題。 

（三）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與滿足︰這部份的題組是要測量佛教閱聽人在觀看佛教電視頻

道節目時是否受到社會情境所影響，這樣的社會情境包括了團體互動與閱聽人的心靈因素等

等，並且在有線電視傳播的過程中，佛教閱聽人對於電視佛教節目所顯現的態度與價值觀，此

外還包括佛教閱聽人從事利他行為的測量。所採用的題組是 Rubin, Perse與 Powell在 1985年

所作的研究，研究中顯示問卷中的 30個項目的交互信度呈現顯著水準（Cronbach’s a＝0.95），

而在測量「社會網絡互動行為」（Parasocial Interaction）的 20個項目在李克量表刻度 0到 5

的基準下，平均數達到 2.7，其間的信度亦達到了 Cronbach’s a＝0.93。 

問卷中採用 30個項目檢測台灣佛教信眾社會互動情形，分別為第 9題到第 15題、第 28

題到第 39題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題組以及第 51題到 61題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滿足題組。 

（四）閱聽人主動性測量：運用 Levy和Windahl於 1984年所作的研究，研究中將閱聽人

的「主動性」分為三個面向︰閱聽人的企圖心、專心度以及涉入度，希望藉此三面向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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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閱聽人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目的、觀看時的專心程度以及對所觀看內容的了解，試圖解讀

佛教閱聽人的完整面貌。問卷中的第 62題到第 73題為測量此一面向的 12個項目。信度方面，

Levy與Windahl（1984）發現“企圖心測量”的三個項目平均數達到 0.52的相關係數，在本

研究問卷中分別是第 71到 73題，“專心度”的七個項目平均數的相關係數為 0.37，問卷中則

是第 62到 73題，而涉入度的兩個項目亦產生 0.37的相關係數，問卷中則是第 69到 70題。 

（五）人口統計變項︰本研究也針對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別、薪水所得與家庭狀

況等人口結構變項進行調查，以瞭解這些變項是否會對研究結果產生可能的影響並用以解釋不

同人口特質的佛教閱聽人是否在收視宗教頻道行為上有顯著的差異。問卷中第 74題到第 80

題為人口統計變項題組，共有 7題。 

3-2.2抽  樣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台灣地區佛教信眾的電視佛教頻道收視行為與其生活型態方式之間

的相關程度。因此，此問卷訪談是否成功的重要關鍵為接觸並訪問到佛教信眾。為了確保獲得

足夠的有效問卷數量，研究者選擇佛教道場作為施放問卷的地點。在施放問卷前，先與各地方

道場的幹部或是工作人員進行聯絡，在獲得協助同意後，依照對方接受的方式，採取郵寄的方

式或是人員親自到場說明並回收問卷的方法。 

第三節  資料分析法 

本研究採用的統計軟體是 SPSS套裝軟體，資料分析方法分述如下︰ 

（一）次數分配（Frequency） 

此一基本統計方法可用以呈現人口結構變項資料的常態分佈，以顯示受測佛教信眾的概

況。此外，針對使用與滿足的測量項目，做初步的平均值統計分析。 

（二）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Pearson’s Cor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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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關係數分析的目的，為測量使用與滿足兩個題組之間的相互關係程度。 

（三）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為了讓不同指標中的測量項目能夠有更高的交互信度（Inter-items Reliabilities），在蒐集

問卷資料後，將以因素分析統計方法，精簡並釐清測量項目之間的關係。 

（四）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 

利用卡方檢驗，針對兩個值的變數進行關連性分析。 

名義變數因為不能比較大小，所以關聯係數只有大小之分，沒有方向的差別。Lambda（?）

與 Kendall’s Tau（t）具有消減錯誤比例的功能，因此研究中將採用 ? 與 t 係數，但 t 係數適

用於非對稱的形式，? 則不管對稱與否都適用。 

在順序變數中 Somers’d Symmetric（Somers d）與 Goodman & Kruskal’s gamma（G）係數

同樣具有消減錯誤比例的功能，G係數適用於對稱形式，d係數則適用於非對稱形式。 

（五）變異數分析（ANOVA） 

ANOVA是用來偵測比較兩個以上族群間的共同應變項是否在平均值上有所差異的單因

子變數統計分析方法；其中，自變項需為名目類目，而應變項則必須是間隔或比例類目。本研

究將針對透過此一統計方法，瞭解媒體使用動機或是社會性媒體使用動機是否會因為不同的人

口結構變項而產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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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解釋 

第一節  前測分析 

為了確認本研究所設計的問卷在文字、語意、與詞彙方面都能讓受測之佛教信眾理解，不

會造成作答時的困擾，在正式施測前，研究者於 2002年 1月 28日至 2月 8日於嘉義大林慈濟

醫院與嘉義佛光山大林講堂進行了第一階段的前測。前測回收了有效問卷 42份。根據施測者

在現場對於作答者的觀察，所有作答者並未對於問卷內容有任何疑問或文字不清楚之處。因

此，除了些微的文字修正外，正式的問卷內容與前測之版本沒有太大差異，正式施測時間為

2002年 4月 1日至 4月 30日。 

前測結果顯示，整份問卷信度 Cronbach’s a 呈現 0.8558，而在使用與滿足題組信度

Cronbach’s a 則達到 0.9361。 

人口變項方面，受測者中男性有 12 人（28.6%），女性 30 人（71.4%），受測者中，年

齡「50歲以上」有 16人，佔 38.1%，是所有年齡層中人數最多。教育程度最多者為「高中（職）」，

有 16 人（38.1%），次之為「國中或以下」與「大學（專）」都分別有 11 人（26.2%）。職

業別中以「自由業」最多，有 14 人（33.3%），「家管」次之，有 10 人（23.8%）。平均每

月可支配所得以 2 萬元以下居多，計有 29 人（76.3%）。42 位受訪者中，家庭狀況以「已婚

有小孩」最多，有 25人（59.5%）。 

媒體使用情形上，最常收看的佛教頻道為慈濟大愛台（20人，47.6%），佛光衛視台次之

（18 人，42.9%），最常收看的節目類型則為佛學講經節目（25 人，9.5%），而前三名電視

佛教頻道的使用動機分別為︰欣賞宗教頻道的節目可以提升我的心靈力量（M=4.59）、對於

事情提供不同的看法（M=4.56）以及收看宗教頻道視希望心靈獲得平靜（M=4.49）。滿意程

度則顯示︰宗教頻道提升了我的心靈力量（M=4.63）、對於事情可以提供不同的看法（M=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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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宗教頻道的節目讓我對佛教世界與佛教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M=4.59）。 

使用與滿足之間的相關性達到了 0.737（P < 0.01），這樣的結果驗證了「使用與滿足」理

論中，動機與滿足感應呈現正相關的假設。 

                   表 4-1.1前測樣本分布表           （N=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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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前測電視佛教頻道使用動機前六名      

(N= 42) 

 Mean 

欣賞宗教頻道的節目可以提升我的心靈力量 4.59 

對於事情可以提供不同的看法 4.56 

收看宗教頻道是希望心靈得到平靜 4.49 

看宗教頻道可以讓我很快知道該宗教團體的消息 4.39 

想要多了解佛教世界與佛教文化 4.39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男 12 28.6 性別 

女 32 71.4 

20歲以下 4 9.5 

21-30歲 6 14.3 

31-40歲 6 14.3 

41-50歲 10 23.8 

年齡 

51歲以上 16 38.1 

國中及以下 11 26.2 

高中職 16 38.1 

大學（專） 11 26.2 

研究所及以上 3 7.1 

教育程度 

缺漏值 1 2.4 

軍公教 5 11.9 

商業 1 2.4 

自由業 14 33.3 

學生 8 19 

家管 10 23.8 

職業別 

其他 4 9.5 

未婚 13 31 

已婚無小孩 2 4.8 

已婚有小孩 25 59.5 

分居 1 2.4 

家庭狀況 

離婚 1 2.4 

一萬以下 17 40.5 

一萬至兩萬以下 12 28.6 

兩萬以上至三萬以下 2 4.8 

三萬以上至四萬以下 2 4.8 

四萬以上至五萬以下 3 7.1 

五萬以上至六萬以下 1 2.4 

六萬以上 1 2.4 

個人每月可支用所得 

缺漏值 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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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頻道的節目適合我們全家觀看 4.39 

表 4-1.3 前測電視佛教頻道使用滿意程度前六名 (N= 42) 

 Mean 

宗教頻道的節目提升了我的心靈力量 4.63 

宗教頻道讓我對事情有了許多不同的看法 4.61 

宗教頻道的節目讓我對佛教世界與佛教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4.59 

收看宗教頻道可以增強我對於所參加的宗教團體向心力 4.53 

收看宗教頻道讓我的心靈得到平靜 4.52 

收看宗教頻道對於我參加宗教活動有幫助 4.49 

表4-1.4 前測電

視佛教頻道使

用與滿足程度

前六名相關性     

(N= 42) 

第二節  

信度分析 

正式問卷回收 325份，分析結果顯示，整份問卷信度 Cronbach’s a 達到 0.9403，媒體使用

動機的 12個項目 Cronbach’s a 為 0.8907，；而媒體使用獲得滿足的 11個項目 Cronbach’s a 則

 欣賞宗教頻道的節目可

以提升我的心靈力量 

對於事情可以提供不同

的看法 

收看宗教頻道是希望心

靈得到平靜 

宗教頻道的節目提升了

我的心靈力量 

r = 0.612*** 
Sig.= 0.000 

r = 0.341** 
Sig.= 0.029 

r = 0.426** 
Sig.=0.05 

宗教頻道讓我對事情有

了許多不同的看法 

r = 0.621*** 
Sig.= 0.000 

r = 0.309** 
Sig.= 0.05 

r = 0.533*** 
Sig.= 0.000 

宗教頻道的節目讓我對

佛教世界與佛教文化有

更進一步的認識 

r = 0.498** 
Sig.= 0.001 

r = 0.156 
Sig.= 0.330 

r = 0.291 
Sig.= 0.065 



 47 

為 0.9125；媒體使用動機項目與媒體使用獲得滿足項目之間的交互信度為 0.9383。 

在社會互動的媒體使用動機方面，12個項目的信度（Cronbach’s a）為 0.9019；而社會互

動的媒體使用滿足程度方面，11個項目的信度（Cronbach’s a）為 0.9267；在社會互動的媒體

使用與媒體滿足兩者的交互信度則為 0.9492。 

整體的閱聽人主動性項目之交互信度（Cronbach’s a）為 0.9252，在閱聽人主動性的三個

面向測量中，閱聽人的企圖心測量 Cronbach’s a 得到 0.8743，涉入度的 Cronbach’s a 則是

0.7323，而閱聽人的專心度的 Cronbach’s a 為 0.8950。而三個面向之間的彼此交互信度為

0.9252：企圖心與涉入度為 0.8835、涉入度與專心度為 0.9135、專心度與企圖心為 0.9107。 

表 4-2.1 問卷信度表 

第三節   佛教信眾描述 

本節利用描述統計學中常用的統計量數分析樣本

中的人口特徵、佛教資訊的接觸情形與佛教信眾從事

佛教活動的情形。 

4-3.1人口統計變項（表 4-3.1-1樣本結構分布表）   

這部分將根據研究中 325位受訪者的資料，依照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狀況與每月薪資所得、個人每月可支用所得等項目，進行

描繪。 

（一）性別 

325位受訪者中，男性有 116位，佔 35.7%；女性有 206位，佔 63.4%，缺漏答此選項者

有 3人，佔 0.9%。 

（二）年齡 

題組 題號 信度 a 

媒體使用動機題組 16-27 0.8907 

媒體使用滿足滿足題組 40-50 0.9125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題組 28-39 0.9019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滿足題組 51-61 0.9267 

閱聽人主動性題組  0.9252 

專心度 62-68 0.8950 

涉入度 69-70 0.7323 

企圖心 71-73 0.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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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份有效樣本中，年齡項目缺漏答者有 4人，佔 1.2%，其餘 321人中，年齡「20歲以

下」者，有 36人，佔 11.1%；「21到 30歲」者為樣本中人數最多者，計有 97人，佔 29.8%；

「31到 40歲」者，有 59人，佔 18.2%；「41到 50歲」者，有 60人，佔 18.5%；「51歲以

上」者為樣本中第二多數，計有 69人，佔 21.2%。 

（三）教育程度 

325位受訪者中，有 13位（4%）缺漏答此項目，其餘 312位中，「國中或以下」教育程

度者有 38人（11.7%）；「高中職」則有 93人（28.6%）；「大學（專）」有 164人（50%），

為樣本中人數最多；「研究所以上」教育程度者有 17人（5.2%），則是樣本中人數最少者。 

 

（四）職業 

325位受訪者中，有 14位（4.3%）缺漏答此項目，其餘 31位中，人數最多的是「商業」，

有 69人，佔 21.2%；人數次之的是「家管」，有 63人，佔 19.4%；第三的是「學生」，有 59

人，佔 18.2%；第四則是「自由業」，有 44人，佔 13.5%；接著是「軍公教」，有 33人，佔

10.2%；「其他」職業者，有 30人，佔 9.2%；人數最少者為「農林漁牧礦業」，有 13人，佔

4%。 

（五）家庭狀況 

325份有效樣本中，有 1人（0.3%）缺漏答此項目，「未婚」者有 139人（42.8%），「已

婚無小孩」者有 16人（4.9%），「已婚有小孩」者有 153人（47.1%），目前家庭狀況為「分

居」者有 8人（2.5%），「離婚」者則有 8人（2.5%）。 

（六）每月薪資所得 

325 位受訪者中，有 42 人缺漏答此項，佔 12.9%。其餘 283 人中，每月薪資在「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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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者有 85 人（26.2%），「一萬至兩萬以下」有 57 人（17.5%），「兩萬以上至三萬以

下」有 58 人（17.8%），「三萬以上至四萬以下」有 45 人（13.8%），「四萬以上至五萬以

下」有 16人（4.9%），「五萬以上至六萬以下」有 8人（2.5%），「六萬以上至七萬以下」

有 7人（2.2%），「七萬以上」有 7人（2.2%）。 

（七）個人每月可支用所得 

325 位受訪者中，有 36 人缺漏答此項，佔 11.1%。其餘 289 人中，每月薪資在「一萬元

以下」者有 124人（38.2%），「一萬至兩萬以下」有 80人（24.6%），「兩萬以上至三萬以

下」有 46人（14.2%），「三萬以上至四萬以下」有 22人（6.8%），「四萬以上至五萬以下」

有 4 人（1.2%），「五萬以上至六萬以下」有 3 人（0.9%），「六萬以上至七萬以下」有 5

人（1.5%），「七萬以上」有 5人（1.5%）。 

（八）節要 

綜合以上人口特質資料發現，本研究的抽樣受訪者，男女的比例呈現約 1：2（男 116人，

女 206 人），年齡以 21 至 30 歲居多，有 97 人（29.8%），學歷則多為大學（專）程度，有

164人（50.5%），主要的職業別為：商業（69人，21.2%）、家管（63人，19.4%）與學生（59

人，18.2%），每月薪資所得（85人，26.2%）與個人每月可支用所得（124人，38.2%）都在

一萬元以下，婚姻狀況多在已婚有小孩的階段（153人，47.1%）。 

換句話說，目前台灣地區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佛教信眾多具有高學歷，不過可能是職業別

所造成的影響，職業別中「家管」與「學生」比例高（37.6%）因此對於每月薪資所得與個人

每月可支用所得也有影響。此外，由於多數人認為「薪資所得」與「可支用所得」的問題項目

涉及隱私，因此缺漏答比例高，對於「薪資所得」與「可支用所得」的問題項目調查也有一定

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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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1 樣本結構分布表  （N=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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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佛教資訊接觸情形 

在佛教信眾的佛教資訊接觸情

形，本研究採用 5題，分別為問卷中

的 1到 5題，主要討論三個面向的問

題，分別是： 

l 佛教信眾的佛教資訊

來源 

l 最常收看的佛教頻道 

l 所收看的節目類型與

時間 

（一）佛教信眾的佛教資訊來

源 

這個題組採用複選方式進行檢

測，325位受測者中，有 2位（0.6%）

缺漏答此項。佛教信眾的佛教資訊主

要來源有 235人（72.3%）選擇「電

視」為最常使用的媒體工具；次之媒

體工具為「報紙」，有 180 人

（55.4%）；第三則為「道場」有 168

人（51.7%）；選答「家庭」為主要

消息來源者，有 117人（36%）；「雜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男 116 35.7 

女 206 63.4 

性別 

缺漏值 3 0.9 

20歲以下 36 11.1 

21-30歲 97 29.8 

31-40歲 59 18.4 

41-50歲 60 18.5 

51歲以上 69 21.2 

年齡 

缺漏值 4 1.2 

國中及以下 38 11.7 

高中職 93 28.6 

大學（專） 164 50.5 

研究所及以上 17 5.2 

教育程度 

缺漏值 13 4 

軍公教 33 10.2 

農林漁牧礦業 13 4 

商業 69 21.2 

自由業 44 13.5 

學生 59 18.2 

家管 63 19.4 

其他 30 9.2 

職業別 

缺漏值 14 4.3 

未婚 139 42.8 

已婚無小孩 16 4.9 

已婚有小孩 153 47.1 

分居 8 2.5 

離婚 8 2.5 

家庭狀況 

缺漏值 1 0.3 

一萬以下 85 26.2 

一萬至兩萬以下 57 17.5 

兩萬以上至三萬以下 58 17.8 

三萬以上至四萬以下 45 13.8 

四萬以上至五萬以下 16 4.9 

五萬以上至六萬以下 8 2.5 

六萬以上至七萬以下 7 2.2 

七萬以上 7 2.2 

每月薪資所得 

缺漏值 42 12.9 

一萬以下 124 38.2 

一萬至兩萬以下 80 24.6 

兩萬以上至三萬以下 46 14.2 

三萬以上至四萬以下 22 6.8 

四萬以上至五萬以下 4 1.2 

五萬以上至六萬以下 3 0.9 

六萬以上至七萬以下 5 1.5 

七萬以上 5 1.5 

個人每月可支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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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為主要佛教資訊來源的有 80 人（24.6%）；選擇「網路」的則有 42 人（12.9%）；「其

他」佛教資訊來源有 33人（10.2%），為人數最少者。 

表 4-3.2-1  佛教信眾的佛教資訊來源表  （N=325） 

（二）最常收看的佛教頻道 

325份有效樣本中，有 1人缺漏答此項目，佔 0.3%；

選擇「佛光衛視」作為最常收看的佛教頻道者有 182人，

佔 56%；選擇「慈濟大愛」有 87人，佔 26.8%；「法界

衛星」有 15人，佔 4.6%；「佛教衛星」有 8人，佔 2.5%；

「其它佛教頻道」有 11 人，佔 3.4%；而「從未收看任

何宗教頻道」者有 21人，佔 6.5%。 

表 4-3.2-2  

最常收看

的電視佛教頻道（N=325） 

（三）最常收看的節目類型 

325 位受訪者中，有 179 人

（55.1%）最常收看的節目類型為「佛 學講經」

節目；有 51人（15.7%）是「教育文化」節目；有 33人（10.2%）是「新聞報導」節目；「連

續劇」則有 23 人（7.1%）；「紀錄片」則有 15 人（4.6%）選擇；最少人數選擇的節目類型

則為「綜藝節目」，只有 6人（1.8%）；此項目有 18人缺漏答，佔 5.5%。 

表 4-3.2-3  最常收看的節目類型  （N=325） 

佛教資訊來源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是 235 72.3 電視 

否 88 27.1 

1 

是 180 55.4 報紙 

否 143 44 

2 

是 80 24.6 雜誌 

否 243 74.8 

5 

是 42 12.9 網路 

否 281 86.5 

6 

是 168 51.7 道場 

否 155 47.7 

3 

是 117 36 家庭 

否 206 63.4 

4 

是 33 10.2 其他 

否 290 89.2 

7 

缺漏值 2 0.6  頻道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佛光衛視 182 56 1 
慈濟大愛 87 26.8 2 
法界衛星 15 4.6 4 
佛教衛星 8 2.5 6 
其他佛教頻道 11 3.4 5 

從未收看任何佛教頻道 21 6.5 3 
缺漏值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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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看時間 

（1）平均一天觀賞電視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 

325份有效樣本中，有 13人缺漏答此項目，佔 4%；

其餘有 197 人，平均一天觀賞電視佛教頻道的節目是低

於一小時，佔了 60.6%；1到 3小時，則有 82人，佔了

25.2%；3到 5小時則有 4人，佔了 1.2%；5小時以上者，則有 7人，佔了 2.2%；從不看電

視佛教頻道節目的有 22人，佔了 6.8%。 

 

表 4-3.2-4  平均一天觀賞電視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表（N=325） 

（2）過去七天收看該類型節目的時間總計 

此項目中，325 人中有 18 人缺漏答此項目，佔

5.5%；30分鐘以下者，有 66人（20.3%）；30分鐘到

1小時有 49人（15.1%）；1到 2小時有 55人（16.9%）；

2 到 3 小時有 67 人（20.6%）；3 小時以上者則有 70

人（21.5%）。     

表 4-3.2-5  過去七天收看該類型節目時間總計表   （N=325） 

（五）節要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台灣地區佛教信眾最常從

「電視」獲得佛教方面的訊息（235人，72.3%），

多數閱聽眾平均一天約花費「 1小時以下」觀看佛教

頻道的節目（197人，60.6%）；最常收看的佛教頻

節目類型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佛學講經節目 179 55.1 1 
教育文化節目 51 15.7 2 
綜藝節目 6 1.8 6 
紀錄片 15 4.6 5 

新聞報導節目 33 10.2 3 
連續劇節目 23 7.1 4 
缺漏值 18 5.5  

時間 次數 百分比（%） 

1小時以下 197 60.6 

1小時以上 3小時以下 82 25.2 

3小時以上 5小時以下 4 1.2 

5小時以上 7 2.2 

從不收看 22 6.8 

缺漏值 13 4 

時間總計 次數 百分比（%） 

30分鐘以下 66 20.3 

30分鐘以上至 1小時以下 49 15.1 

1小時以上至 2小時以下 55 16.9 

2小時以上至 3小時以下 67 20.6 

3小時以上 70 21.5 

缺漏值 1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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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則是「佛光衛視」（182 人，56%），而最常收看的節目類型則是「佛學講經節目」（179

人，55.1%），平均一星期內約花費「3小時以上」觀看該類型的節目（70人，21.5%）。 

 

4-3.3佛教信眾從事佛教活動情形 

（一）道場活動描繪 

（1）參加地方道場活動動機 

325 份有效問卷中，有 203 人（62.5%）參加地方道場活動動機是為了「佛教信仰」；

有 43人（13.2%）則是為了「幫助其他人」；有 30人（9.2%）是為了「跟朋友同好聚會」；

有 16 人（4.9%）是為了「休閒活動」；為了「其他」因素而參加地方道場活動的則有 10

人（3.1%），此項目缺漏答有 23人佔 7.1%。 

表 4-3.3-1  參加地方道場活動動機統計表  （N=325） 

（2）參加地方道場活動的次數 

以過去一個月內參加地方道場活動的次數作

為統計，325份有效樣本中，「一個月參加 1次」

的有 78人（24%）；「1至 3次」的有 54人（16.6%）；

「3至 5次」則有 44人（13.5%）；「5次以上」

者有 76人（23.4%）；「從未參加」者有 69人（21.2%）；此項目缺漏答者有 4人（1.2%）。 

表 4-3.3-2  參加地方道場活動次數統計表  （N=325） 

動機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為了佛教信仰 203 62.5 1 
為了與朋友同好聚會 30 9.2 3 
為了幫助其他人 43 13.2 2 
為了休閒活動 16 4.9 4 
其他 10 3.1 5 
缺漏值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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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常參加地方道場的活動類型 

這個項目採用複選的方式進行檢測，325人中有 162人

（49.8%）最常參加的地方道場活動是「法會」活動；154

人（47.4%）則是「佛學講座」活動；100人（30.8%）最常

參加的活動是「共修」活動；只有 50人（15.4%）是選擇「才

藝活動」；選擇「其他」活動的則有 36人（11.1%）。 

表 4-3.3-3  參加地方道場活動類型統計表  （N=325） 

（二）佛教信仰活動描繪 

（1）佛教信仰在佛教信眾心中所扮演的角色 

此項目中，有 227人（69.8%）認為「佛教活動

是精神上的支柱」；45人（13.8%）覺得「佛教活動

是一種閒暇時參加的休閒活動」；有 37人（11.4%）

認為「佛教活動是一種不可缺少的人際互動」；另

外有 12人（3.7%）選擇了「其他」作為回答；有 4

人（1.2%）在此項目缺漏答。 

 

 

表 4-3.3-4  佛教信仰的角色呈現表  （N=325） 

參加次數 次數 百分比（%） 

一個月 5次以上 76 23.4 

一個月 3-5次 44 13.5 

一個月 1-3次 54 16.6 

一個月 1次 78 24 

從未參加 69 21.2 

缺漏值 4 1.2 

地方道場活動類型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是 162 49.8 法會活動 

否 133 40.9 

1 

是 154 47.4 佛學講座活動 

否 141 43.3 

2 

是 50 15.4 才藝活動 

否 245 75.4 

4 

是 100 30.8 共修活動 

否 195 60 

3 

是 36 11.1 其他活動 

否 259 79.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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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教活動時間分配情形 

這個項目主要在獲得佛教信眾在一天之

中，約分配多少時間給佛教活動。研究結果顯示

有 221人（68%）一天約分配「1小時以下」的

時間從事佛教活動；「1小時以上至 3小時以下」有 63人（19.4%）；「3小時以上至 5小

時以下」則有 20人（6.2%）；「5小時以上」有 15人（4.6%），本項目缺漏答者有 6人（1.8%）。 

表 4-3.3-5  從事佛教活動時間分配情形表  （N=325） 

（3）支持佛教信仰的行為表現 

本題組採用複選的方式進行檢測，目的在測知佛教

信眾會藉由從事何種活動以表現出對於佛教信仰的支

持。 

此項目中有 5人缺漏答，佔 1.5%；最多佛教信眾會從事的活動為「捐款贊助」，有 178

人，佔 54.8%；次之為「參加公益活動」，有 156人，佔 48%；再次之為「收看宗教頻道」，

有 142人，佔 43.7%；此外，還有「加入佛教團體」有 139人，佔 42.8%；「成為佛教活動

幹部」則有 83人，佔 25%，以及「購買佛教相關產品」，有 69人，佔 21.2%。 

表 4-3.3-6  支持佛教信仰的行為呈現表  （N=325） 

角色呈現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精神支柱 227 69.8 1 
閒暇時參加的休閒活動 45 13.8 2 
不可缺少的人際互動 37 11.4 3 

其他 12 3.7 4 
缺漏值 4 1.2  

時間 次數 百分比% 

1小時以下 221 68 

1小時以上至 3小時以下 63 19.4 

3小時以上至 5小時以下 20 6.2 

5小時以上 15 4.6 

缺漏值 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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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佛教信眾參與佛教團體所舉辦的慈善

活動情形 

承續「支持佛教信仰的行為表現」題組，此

題組的目的在測知佛教信眾是否會參與佛教團

體所舉辦的公益慈善活動？參與的次數情形如

何？ 

研究結果顯示，「一年 1-5次」的人數最多，

有 159人（48.9%），次之的則是「從未參加」，

有 115人（35.4%）；「一年 10次以上」有 28人（8.6%）；「一年 5-9次」則有 14人（4.3%）。 

表 4-3.3-7  參與公益慈善活動次數分配表  （N=325） 

（b）擔任佛教團體或地方道場義（志）工統計 

325份有效樣本中，有 6人缺漏答此項目，佔

1.8%；選擇「是」者，有 180人，佔 55.4%；「否」

則有 139人，佔 42.8%。 

表 4-3.3-8  擔任義（志）工統計表  （N=325） 

（c）義（志）工工作時間分配 

研究結果顯示，「一個月 7天以上」有 47人，佔 14.5%；「一

個月 3天以上 6天以下」有 24人，佔 7.4%；「一個月 1天以上 3

天以下」則有 39人，佔 12%；「不一定」人數為最多，有 151人，佔 46%。 

表 4-3.3-9  義（志）工工作時間分布表  （N=325） 

支持行為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是 156 48 公益活動 

否 164 50 

2 

是 178 54.8 捐款贊助 

否 142 43.7 

1 

是 142 43.7 收看宗教頻道 

否 178 54.8 

3 

是 139 42.8 加入佛教團體 

否 181 55.7 

4 

是 83 25.5 成為佛教活動幹部 

否 237 72.9 

5 

是 69 21.2 購買佛教相關產品 

否 251 77.2 

6 

缺漏值 5 1.5  

活動次數 次數 百分比（%） 

一年 10次以上 28 8.6 

一年 5次以上 9次以下 14 4.3 

一年 1次以上 5次以下 159 48.9 

從未參加 115 35.4 

缺漏值 9 2.8 

 次數 百分比（%） 

是 180 55.4 

否 139 42.8 

缺漏值 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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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捐款贊助數額情形 

本題組目的在探知佛教信眾平均一年的

捐款數額。 

結果顯示 325為受訪者中，平均一年捐款

「一千兩百元以下」者有 132人（40.6%）；「一千兩百元以上至兩千四百元以下」者有

62人（19.1%）；「兩千四百元以上至六千元以下」者有 28人（8.6%）；「六千元以上

至一萬兩千元以下」者有 36人（11.1%）；「一萬兩千元以上者」則有 46人（14.2%）。 

表 4-3.3-10  捐款贊助數額分布情形  

（N=325） 

（三）節要 

根據研究數據顯示，受訪者參加道

場活動的動機是「為了佛教信仰」（203

人，62.5%），參加道場活動的次數最多者為「一個月 1次」，佔了整體受訪者的 24%，「法

會」則是最常參加的活動類型（162人，49.8%）。 

在佛教信眾的心中，認為「佛教活動是精神上的支柱」者有 227人，佔了全體作答者的

69.8%，每天分給佛教活動的時間約在「1小時以下」的受訪信眾有 221人（68％），最常藉

「捐款贊助」的方式來表現對於佛教信仰的支持，一年捐款約「一千兩百元以下」的人數共計

132人（40.6％）。 

此外，受訪者中每年約參加1到 5次由佛教團體所舉辦的公益慈善活動有 159人（48.9％）。 

第四節  電視宗教頻道的使用與滿足 

4-4.1 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與滿足 

工作天數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一個月 7天以上 47 14.5 2 
一個月 3天以上 6天以下 24 7.4 4 
一個月 1天以上 3天以下 39 12 3 

不一定 150 46.2 1 

捐款贊助數額 次數 百分比（%） 排序 

一千兩百元以下 132 40.6 1 
一千兩百元以上至兩千四百元以下 62 19.1 2 
兩千四百元以上至六千元以下 28 8.6 5 
六千元以上至一萬兩千元以下 36 11.1 4 

一萬兩千元以上者 46 1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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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 

本次的調查研究中，在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選項裡，有 83.4%的受訪者（N=325）認

為「重要」與「非常重要」的是「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事情」、80.3%選擇「可以更加了

解佛教文化」、68.2%是「很快知道佛教團體的消息」、65.5%是「可以在生活作息的空檔觀

賞我愛看的佛教節目」、62.7%是「佛教頻道的節目適合全家觀看」、60.9%是「看佛教頻道

的節目可以讓我忘卻煩惱」、59.4%是「佛教頻道可以提供自己想要觀賞的節目」、59.1%是

「沒有其他事可作的時候會觀賞佛教頻道」、52.7%是「喜歡佛教頻道節目的表現形式與風

格」、51.7%是「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產生休閒娛樂的感受」、44.3%是「佛教頻道的節目不

會穿插廣告」、33.5%是「想要比較佛教頻道與其他頻道節目有何不同」。 

依照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強烈程度做分析，前三名分別是：「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

讓我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事情」（M=4.18）、「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更加了解佛教文

化」(M=4.13)、「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很快知道佛教團體的消息」以及「佛教頻道的節

目適合全家觀看」(上述兩項的平均值皆為 3.73)。 

收視動機最弱的三名則是：「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只是想比較它跟其他頻道節目的內容有何

不同」（M＝2.87）、「看佛教頻道的節目是因為它不會穿插廣告」（M＝3.31）與「看佛教

頻道的節目可以產生休閒娛樂的感受」（M＝3.45）。 

收視動機題組經過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後發現（參見表 4-4.1-3），可以分析出主

要兩個面向：分別是「資訊需求」與「休閒娛樂」。 

從上述兩項統計結果可以發現，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偏向「資訊需求」，也

就是說，佛教信眾會藉由電視宗教頻道去搜尋原本參與佛教信仰活動所能提供的功能，例：「看

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事情」，或是佛教相關訊息，例：「看佛教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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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目可以讓我更加了解佛教文化」或是「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很快知道佛教團體的消

息」，至於「休閒娛樂」的動機層面，佛教信眾較不重視。 

表 4-4.1-1  收看電視宗教頻道動機頻率表 

註：括號（）內為百分比％ 

表 4-4.1-2  收看電視宗教頻道動機統計表 

重要程度 動機 

總
和 

非
常
重
要 

有
點
重
要 

無
法
確
定 

有
點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看佛教頻道可以讓我很快知道該佛教團體的消息 33     19     48   124     98    322 

(10.2)  (5.8)  (14.8)  (38.2)  (30.2) 

我可以在生活作息的空檔觀賞我愛看的佛教節目 15     39     54   127     86    321 

(4.6)   (12)   (16.6)  (39.1)  (26.5)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更加了解佛教文化 11      6     42   132    129    320 

(3.4)   (1.8)   (12.9)  (40.6)  (39.7) 

我在沒有其他事情可做的時候會觀賞佛教頻道 18     29     82   115     77    321 

(5.5)   (8.9)   (25.2)  (35.4)  (23.7)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從不同角度的看待事情 8      8     35   137    134    322 

(2.5)   (2.5)   (10.8)  (42.2)  (41.2)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因為它適合我們全家觀看 14      26    76   121     83    320 

(4.3)    (8)   (23.4)  (37.2)  (25.5)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產生休閒娛樂的感受 24     38     89   106     62    319 

(7.4)  (11.7)  (27.4)  (32.6)  (19.1) 

看佛教頻道可以提供自己想要觀賞的節目 13     34     81    113    80    321 

(4)  (10.5)  (24.5)  (34.8)   (24.6)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忘記煩惱 24     25     73    102    96    320 

(7.4)   (7.7)   (22.5)  (31.4)  (29.5)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只是想要比較它跟其他頻道節目的內容有何

不同 

64     66     72     64    45    311 

(19.7)  (20.3)   (22.2)  (19.7)  (13.8)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因為它不會穿插廣告 36     55     83     62    82    318 

(11.1)  (16.9)   (25.5)  (19.1)  (25.2) 

我喜歡佛教頻道節目的表現形式與風格 15     32     77     93    93    310 

(4.6)   (9.8)   (23.7)  (28.6)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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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數 標準差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從不同角度的看待事情 4.18 .90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更加了解佛教文化 4.13 .95 

看佛教頻道可以讓我很快知道該佛教團體的消息 3.73 1.24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因為它適合我們全家觀看 3.73 1.07 

我可以在生活作息的空檔觀賞我愛看的佛教節目 3.72 1.13 

我喜歡佛教頻道節目的表現形式與風格 3.70 1.14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忘記煩惱 3.69 1.19 

看佛教頻道可以提供自己想要觀賞的節目 3.66 1.09 

我在沒有其他事情可做的時候會觀賞佛教頻道 3.64 1.11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產生休閒娛樂的感受 3.45 1.15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因為它不會穿插廣告 3.31 1.33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只是想要比較它跟其他頻道節目的內容有何不同 2.87 1.35 

動機項目 3.65 0.77 

資訊需求面向 3.81 0.80 

休閒娛樂面向 3.35 0.92 

表 4-4.1-3 媒體使用動機因素分析矩陣 

.841 .139

.839 .166

.754  

.667 .194

.598 .503

.575 .504

.559 .477

.511 .507

-.124 .779

.172 .701

.468 .678

.458 .508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
我更加了解佛教文化

我可以在生活作息的空檔
觀賞我愛看的佛教節目

看佛教頻道可以讓我很快
知道該佛教團體的消息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
我從不同角度的看待事情

看佛教頻道可以提供自己
想要觀賞的節目

我在沒有其他事情可做的
時候會觀賞佛教頻道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因為
它適合我們全家觀看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
我忘記煩惱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只是想
要比較它跟其他頻道節目
的內容有何不同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因為
它不會穿插廣告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產
生休閒娛樂的感受

我喜歡佛教頻道節目的表
現形式與風格

1 2
Component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表 4-4.1-4 媒體使用動機因素分析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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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看電視宗教頻道後所得的滿足 

在收看電視宗教頻道後所獲得的滿足感選項中，有 79.4%的

受訪者（N＝325）認為「滿意」與「非常滿意」的為「可以對佛教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

76.9%的受訪者則認為能夠「增加對人生各種事情許多不同的看法」、66.1%是「適合全家觀

看」、65.7%是「可以滿足獲知該佛教團體訊息的需求」、60.9%是「可以忘記煩惱的事」、

59.1%是「對節目中不穿插廣告感到滿意」、55.7%是「滿足了對節目風格的要求」、55.1%是

「播出了自己想要欣賞的節目」、49.2%是「提供娛樂的效果」。 

至於收看電視宗教頻道後所獲得的滿足感強烈程度選項前三名是：「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

讓我對佛教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M＝4.15）、「佛教頻道的節目增加我對人生中各種事情

不同的看法」（M＝4.14）以及「佛教頻道的節目適合我們全家觀看」（M＝3.86）。 

而上述滿足感強烈程度的最後三個選項則分別為：「我喜歡的佛教頻道節目可以完全配合

我工作休息的時間」（M＝3.47）、「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休閒娛樂的效果」（M＝3.49）、

「佛教頻道播出了自己想要欣賞的節目」以及「佛教頻道滿足了我對電視節目風格的要求」（上

述兩個選項平均值皆為 3.72）。 

從上述兩項統計結果可以發現，佛教信眾在收看電視宗教頻道後所獲得的「資訊需求滿足」

層面最高，「休閒娛樂滿足」最低，這樣的結果與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結果相呼應。 

表 4-4.1-5  收看電視宗教頻道後的滿足程度頻率表 

因素別 類別 題號 

因素 1 資訊需求 16-21，23-24 

因素 2 休閒娛樂 22，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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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括號（）內為百分比％ 

表 4-4.1-6  收看電視宗教頻道後的滿足程度統計表 

 平均數 標準差 

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對佛教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4.15 .82 

佛教頻道的節目增加了我對人生中各種事情許多不同的看法 4.14 .90 

佛教頻道的節目適合我們全家觀看 3.86 1.00 

看佛教頻道可以滿足我獲知該佛教團體訊息的需求 3.83 .95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忘記煩腦的事情 3.78 1.09 

佛教頻道的節目不穿插廣告的特點讓我感到滿意 3.76 1.09 

佛教頻道的節目滿足了我對佛教的好奇心 3.75 1.06 

滿足程度 滿足需求 

總
和 

非
常
滿
意 

有
點
滿
意 

無
法
確
定 

有
點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看佛教頻道可以滿足我獲知該佛教團體訊息的需求 6     17     87    124    86    320 

(1.8)   (5.2)   (26.8)  (38.2)  (26.5) 

我喜歡的佛教頻道節目可以完全配合我工作休息的時間 11     40    117     86    63    317 

(3.4)  (12.3)    (36)   (26.5)  (19.4) 

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對佛教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3      6     50    141   117    317 

(0.9)   (1.8)   (15.4)   (43.3)  (36) 

佛教頻道的節目增加了我對人生中各種事情許多不同的看法 4      9     59    135   115    322 

(1.2)   (2.8)   (18.2)   (41.5)  (35.4) 

佛教頻道的節目適合我們全家觀看 9     17     76    121    94    317 

(2.8)   (5.2)   (23.4)   (37.2)  (28.9) 

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休閒娛樂的效果 14     39    105     97    63    318 

(4.3)   (12)   (32.3)   (29.8)  (19.4) 

佛教頻道播出了自己想要欣賞的節目 10     24    104     87    92    317 

(3.1)   (7.4)   (32)   (26.8)  (28.3)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忘記煩惱的事情 11     27     85     96   102    321 

(3.4)   (8.3)  (26.2)   (29.5)  (31.4) 

佛教頻道的節目滿足了我對佛教的好奇心 14     18     89     110     88   319 

(4.3)   (5.5)   (27.4)   (27.1)  (33.8) 

佛教頻道的節目不穿插廣告的特點讓我感到滿意 13     21     93      93     99   319 

(4)   (6.5)    (28.6)   (28.6)  (30.5) 

佛教頻道滿足了我對電視節目風格的要求 12     18    109      90     91   320 

(3.7)   (5.5)    (33.5)   (27.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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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頻道滿足了我對電視節目風格的要求 3.72 1.05 

佛教頻道播出了自己想要欣賞的節目 3.72 1.06 

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休閒娛樂的效果 3.49 1.08 

我喜歡的佛教頻道節目可以完全配合我工作休息的時間 3.47 1.05 

滿足項目 3.79 0.74 

4-4.2 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與滿足 

（一）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本次研究調查中，選擇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選項中，有 76%的

受訪者（N＝325）認為「重要」與「非常重要」的是「能夠積極的面對生命」、75.7%是「希

望得到心靈的平靜」、60%是「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豐富的宗教氣氛」、58.5%是「比參加

地方道場活動方便」、57.6%是「將節目從頭到尾看完是很重要的」、52.3%是「因為我支持

該宗教團體」、51.7%是「節目內容可以作為家人、朋友間的討論話題」、51.6%是「為了讓

自己與佛教團體互動良好」、48.3%是「由於參加了佛教活動而收看佛教頻道」、40%是「家

人收看佛教頻道，所以跟著一起觀賞佛教頻道」、39.1%是「身為該佛教團體的一份子，所以

收看該佛教頻道」、28.3%是「由於工作上的需要而收看佛教頻道」。 

因此，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強度的前三個選項分別是「欣賞佛教

頻道的節目讓我能夠積極的面對生命」（M＝4.13）、「收看佛教頻道的節目是希望得到心靈

的平靜」（M＝4.13）與「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豐富的宗教儀式氣氛」（M＝3.77）。 

而強度較弱的的三個選項則是：「由於工作上的需要而收看佛教頻道」（M＝2.74）、「家

人收佛教頻道，所以跟著一起觀賞佛教頻道」（M＝3.15）、「身為該佛教團體的一份子，所

以收看該佛教頻道」（M＝3.17）。 

社會互動性收視動機題組經過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後發現（參見表 4-4.2-3），可

以分析出主要兩個面向：分別是「心靈安定需求」與「團體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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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兩項分析，可以得知佛教信眾使用電視佛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以「心

靈安定需求」層面最為強烈，而「團體互動關係」層面的動機在影響佛教信眾上最為薄弱。 

表 4-4.2-1  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頻率表 

註：括號（）內為百分比％ 

表 4-4.2-2  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統計表 

重要程度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總
和 

非
常
重
要 

有
點
重
要 

無
法
確
定 

有
點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對我而言，將我所感興趣的佛教頻道節目從頭到尾看完是很重要

的 
17    25     86    76    111    315 

(5.2)  (7.7)   (26.5)  (23.4)  (34.2) 

欣賞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能夠積極的面對生命 5    16     51   109    140    321 

(1.5)  (4.9)   (15.7)  (33.5)  (43.1) 

收看佛教頻道的節目是希望得到心靈的平靜 5    13     57   107    139    321 

(1.5)   (4)    (17.5)  (32.9)  (42.8) 

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豐富的宗教儀式氣氛 11    34     79    89    106    319 

(3.4)  (10.5)  (24.3)  (27.4)  (32.6) 

收看佛教頻道是因為我支持該宗教團體 36    31     82    82     88    319 

(11.1)   (9.5)  (25.2)  (25.2)  (27.1) 

收看佛教頻道比到地方道場參加活動方便 16    42    72    104    86     320 

(4.9)  (12.9)  (22.2)  (32)  (26.5) 

身為該佛教團體的一份子，所以收看該佛教頻道 41    53    99     64     63    320 

(12.6)  (16.3)  (30.5)  (19.7)  (19.4) 

由於工作上的需要而收看佛教頻道 78    70    81     43     49    321 

(24)  (21.5)  (24.9)  (13.2)  (15.1) 

收看佛教頻道的原因是讓自己與佛教團體互動良好 30    43    81     84     84    322 

(9.2)  (13.2)  (24.9)  (25.8)  (25.8) 

因為參加了佛教活動而想要收看佛教頻道 27    43    94     96     61    321 

(8.3)  (13.2)  (28.9)  (29.5)  (18.8) 

家人收看佛教頻道所以跟著一起觀賞佛教頻道 37    61    90     77     53    318 

(11.4)  (18.8)  (27.7)  (23.7)  (16.3) 

佛教頻道的節目內容可作為家人、朋友間的討論話題 26    46    81     91     77    321 

(8)  (14.2)  (24.9)   (28)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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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數 標準差 

欣賞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能夠積極的面對生命 4.13 .96 

收看佛教頻道的節目是希望得到心靈的平靜 4.13 .95 

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豐富的宗教儀式氣氛 3.77 1.13 

收看佛教頻道比到地方道場參加活動方便 3.63 1.16 

收看佛教頻道是因為我支持該宗教團體 3.49 1.30 

收看佛教頻道的原因是讓自己與佛教團體互動良好 3.46 1.27 

佛教頻道的節目內容可作為家人、朋友間的討論話題 3.46 1.23 

因為參加了佛教活動而想要收看佛教頻道 3.38 1.18 

身為該佛教團體的一份子，所以收看該佛教頻道 3.17 1.28 

家人收看佛教頻道所以跟著一起觀賞佛教頻道 3.15 1.24 

由於工作上的需要而收看佛教頻道 2.74 1.37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項目 3.52 0.83 

團體互動面向 3.30 0.91 

心靈需求面向 4.01 0.89 

表 4-4.2-3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因素分析矩陣 

.777 .262

.753 

.720 .320

.695 .122

.683 .352

.632 .280

.569 .521

.546 .396

.156 .898

.109 .880

.420 .740

身為該佛教團體的一份子
，所以收看該佛教頻道

由於工作上的需要而收看
佛教頻道

收看佛教頻道的原因是讓
自己與佛教團體互動良好

家人收看佛教頻道所以跟
著一起觀賞佛教頻道

因為參加了佛教活動而想
要收看佛教頻道

佛教頻道的節目內容可作
為家人、朋友間的討論話
題
收看佛教頻道是因為我支
持該宗教團體

收看佛教頻道比到地方道
場參加活動方便

收看佛教頻道的節目是希
望得到心靈的平靜

欣賞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
能夠積極的面對生命

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豐
富的宗教儀式氣氛

1 2
Component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表 4-4.2-4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因素分析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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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獲得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滿足 

在收看電視宗教頻道後所獲得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滿

足，有 76.9%的受訪者（N＝325）認為「滿意」與「非常滿意」是「能夠以積極的態度去面

對生命中的挫折」、有 74.8%是「讓心靈得到平靜」、66.7%是「能夠在佛教團體中與他人互

動良好」、64.6%是「可以增加自己所參加的佛教團體向心力」、64%是「加強了自己支持該

佛教團體的態度」、60.6%是「收看佛教頻道讓自己能夠輕易的融入佛教活動中」、59.7%是

「佛教頻道的節目讓自己感受到豐富的佛教儀式氣氛」、58.8%是「可以輕易的融入工作場合

的情境中」、55.4%是「收看佛教頻道可以取代親自參與地方道場活動」、51.7%是「可以了

解家人收看佛教頻道的想法」、50.8%是「佛教頻道的節目內容讓我跟家人、朋友有了可以討

論的話題」。 

而收看電視宗教頻道所獲得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滿足強烈度前三名分別是：「佛教

頻道的節目讓我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生命中的挫折」（M＝4.15）、「收看佛教頻道的節目讓

我的心靈得到平靜」（M＝4.10）以及「收看佛教頻道使我在佛教團體中與其他人互動良好」

（M＝3.85）。 

強烈程度較弱的三個選項則是：「佛教頻道的內容讓我跟家人、朋友間有了可以討論的話

題」（M＝3.48）、「可以了解家人收看佛教頻道的想法」（M＝3.54）與「收看佛教頻道可

以取代親身參與地方道場的活動」（M＝3.61）。 

由上述分析可以發現，佛教信眾在「心靈安定需求」層面所獲得的滿足程度最高，與收看

電視宗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相比較，在動機上，「心靈安定需求」為最高，「團

體互動關係」為最低，到了社會互動性使用所得的滿足，「心靈安定需求」符合了「使用與滿

足」理論，但是在「團體互動關係」上也獲得了滿足，因此，「團體互動關係」上的滿足，可

因素別 類別 題號 

因素 1 團體互動關係 32-39 

因素 2 心靈安定需求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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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並非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社會互動性的主要動機，而是在觀看的情境中，附帶關係下所衍生出

的「團體互動關係」上的高滿足程度。 

表 4-4.2-5  收看電視宗教頻道後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滿足程度頻率表 

註：括號（）內為百分比％ 

表 4-4.2-6  收看電視宗教頻道後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滿足程度統計表 

滿足程度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滿足需求 

總
和 

非
常
滿
意 

有
點
滿
意 

無
法
確
定 

有
點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生命中的挫折 3     9     59    116    134    321 

(0.9)   (2.8)  (18.2)  (35.7)  (41.2) 

收看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的心靈得到平靜 6    12     59    111    132    320 

(1.8)   (3.7)  (18.2)  (34.2)  (40.6) 

收看佛教頻道可以取代親身參與地方道場的活動 19    34     86     95     85    319 

(5.8)  (10.5)  (26.5)  (29.2)  (26.2) 

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感受到豐富的佛教儀式氣氛 8    32     86     89    105    320 

(2.5)   (9.8)  (26.5)  (27.4)  (32.3) 

收看佛教頻道可以增加我對於所參加的佛教團體的向心力 13    19     79    114     96    321 

(4)   (5.8)   (24.3)  (35.1)  (29.5) 

收看佛教頻道加強了我支持該佛教團體的態度 10    20     83    112    96     321 

(3.1)  (6.2)   (25.5)  (34.5)  (29.5) 

收看佛教頻道讓我能融入工作場合的情境中 11    31     88    106    85     321 

(3.4)  (9.5)   (27.1)  (32.6)  (26.2) 

收看佛教頻道使我在佛教團體中與其他人互動良好 8    23     73    122    95     321 

(2.5)  (7.1)   (22.5)  (37.5)  (29.2) 

收看佛教頻道讓我輕易的融入佛教活動中 11    23     90    110    87     321 

(3.4)  (7.1)   (27.7)  (33.8)  (26.8) 

可以了解家人收看佛教頻道的想法 13    44     91     96    72     316   

(4)   (13.5)  (28)   (29.5)  (22.2) 

佛教頻道節目內容讓我跟家人、朋友間有了可以討論的話題 28    34     92     88    77     319 

(8.6)  (10.5)  (28.3)  (27.1)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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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數 標準差 

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生命中的挫折 4.15 .88 

收看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的心靈得到平靜 4.10 .95 

收看佛教頻道使我在佛教團體中與其他人互動良好 3.85 1.01 

收看佛教頻道加強了我支持該佛教團體的態度 3.82 1.03 

收看佛教頻道可以增加我對於所參加的佛教團體的向心力 3.81 1.06 

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感受到豐富的佛教儀式氣氛 3.78 1.09 

收看佛教頻道讓我輕易的融入佛教活動中 3.74 1.04 

收看佛教頻道讓我能融入工作場合的情境中 3.69 1.07 

收看佛教頻道可以取代親身參與地方道場的活動 3.61 1.16 

可以了解家人收看佛教頻道的想法 3.54 1.11 

佛教頻道節目內容讓我跟家人、朋友間有了可以討論的話題 3.48 1.22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後滿足項目 3.77 0.80 

4-4.3 電視宗教頻道的收視動機與滿足程度的關連性 

（一）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與滿足程度的關連性 

利用 Pearson相關係數檢驗電視宗教頻道的收視動機與滿足程度之間的關連性，發現 11

項收視動機與滿足程度皆呈現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在佛教信眾的使用動機為前提下，其需

求都能夠得到滿足，與過去的「使用與滿足」研究所得的結果一致。 

比較各個項目的相關係數後，發現以「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產生休閒娛樂的感受」的動

機與滿足相關係數為最高（r =0.587），其次是「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因為它適合我們全家觀

看」（r＝0.581），再其次為「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更加了解佛教文化」（r＝0.551）。

顯示這三項的動機越強，佛教信眾從使用的過程中所得的滿足也就越大。 

表 4-4.3-1  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與滿足程度關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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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p< 0.5；「**」，

p< 0.01；「***」，p< 0.001 

（一）佛教信眾

收看電視

宗教頻道

的社會互

動性媒體

使用動機

與滿足程

度的關連

性 

檢測 11項佛教信

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

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

用動機與滿足程度

後，發現其數值皆呈現顯著正相關，但與「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與滿足程度的關

連性」（r =0.691）相比，「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與滿足程

度的關連性」（r =0.771）所得到的 Pearson相關係數都要來的高些。 

從分析出來的相關係數觀之，以「欣賞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能夠積極的面對生命」項目為

最高（r＝0.661），其次為「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豐富的宗教儀式氣氛」（r＝0.606），再

其次為「收看佛教頻道的節目是希望得到心靈的平靜」（r＝0.601）。 

由這部分的題組可以發現，佛教信眾在「心靈安定需求」面向中的相關性最高，但在「團

動機與滿足 相關性 

動機項目與滿足項目 r =0.691** 

Sig.= 0.000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產生休閒娛樂的感受 r =0.587** 

Sig.= 0.000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因為它適合我們全家觀看 r =0.581** 

Sig.= 0.000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更加了解佛教文化 r =0.551** 

Sig.= 0.000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忘記煩惱 r =0.528** 

Sig.= 0.000 

我喜歡佛教頻道節目的表現形式與風格 r =0.522** 

Sig.= 0.000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因為它不會穿插廣告 r =0.515** 

Sig.= 0.000 

看佛教頻道可以提供自己想要觀賞的節目 r =0.442** 

Sig.= 0.000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從不同角度的看待事情 r =0.432** 

Sig.= 0.000 

看佛教頻道可以讓我很快知道該佛教團體的消息 r =0.408** 

Sig.=0.000 

我可以在生活作息的空檔觀賞我愛看的佛教節目 r =0.350** 

Sig.= 0.000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只是想要比較它跟其他頻道節目的內

容有何不同 

r =0.226** 

Sig.=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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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互動關係」的面向方面，相關性則偏低。 

表 4-4.3-2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社會

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關連性 

註：「*」，p< 0.5；「**」，p< 0.01；「***」，

p< 0.001 

第五節  台灣地區佛教信眾收

視行為主動性分析 

在主動性部份，三個面向：專心

度、涉入度與企圖心的 12個題組中，

資料分析發現，選擇「總是」、「常

常」的比例偏低，有 31.1%的受訪者

（N＝325）選擇「因為我相信佛教頻

道所提供的訊息，所以我觀賞佛教頻

道」和「佛教頻道可以讓我知道我所

參與的佛教社團目前的發展情形」，

有 30.2%則選了「看過佛教頻道後，

對於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不再感到

意外」，有 27.4%是「我會看佛教頻道是因為我想知道我所參與的佛教團體做了什麼事」，有

24.7%是「看過佛教頻道的節目後，我會仔細回想看過的節目內容」，有 21.2%是「我常會跟

別人討論佛教頻道節目的內容」，有 20%則是「我常常確認時間以免錯過我喜愛的佛教頻道

節目」與「我觀賞佛教頻道的時候，會跟家人討論佛教頻道中的節目內容」，有 18.4%是「我

常常計畫著一天的作息，以免錯過我所喜愛的佛教頻道節目」，有 17.2%是「我是為了知道生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與滿足 相關性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項目與滿足項目 r =0.771** 

Sig.=0.000 

欣賞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能夠積極的面對生命 r =0.661** 

Sig.=0.000 

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豐富的宗教儀式氣氛 r =0.606** 

Sig.=0.000 

收看佛教頻道的節目是希望得到心靈的平靜 r =0.601** 

Sig.=0.000 

佛教頻道的節目內容可作為家人、朋友間的討論話題 r =0.594** 

Sig.=0.000 

因為參加了佛教活動而想要收看佛教頻道 r =0.527** 

Sig.=0.000 

收看佛教頻道是因為我支持該宗教團體 r =0.504** 

Sig.=0.000 

收看佛教頻道的原因是讓自己與佛教團體互動良好 r =0.487** 

Sig.=0.000 

家人收看佛教頻道所以跟著一起觀賞佛教頻道 r =0.477* 

Sig.=0.000 

身為該佛教團體的一份子，所以收看該佛教頻道 r =0.422** 

Sig.=0.000 

收看佛教頻道比到地方道場參加活動方便 r =0.419** 

Sig.=0.000 

由於工作上的需要而收看佛教頻道 r =0.408** 

Sig.=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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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周遭的議題而去觀看佛教頻道」，其他則有 12%是「我觀賞佛教頻道的同時會跟家人討論

其他與節目內容無關的事情」。 

就主動性的選項一一分析後，各題目的平均值最高的 3項依序是：「因為我相信佛教頻道

所提供的訊息，所以我觀賞佛教頻道」，（M＝2.91）；「佛教頻道可以讓我知道我所參與的

佛教社團目前的發展情形」，（M＝2.87）；「看過佛教頻道後，對於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

不再感到意外」，（M＝2.86），這三項中，有兩項是屬於閱聽人媒體使用的「企圖心」檢測，

分別是「因為我相信佛教頻道所提供的訊息，所以我觀賞佛教頻道」與「佛教頻道可以讓我知

道我所參與的佛教社團目前的發展情形」。最弱的三名則是：「我觀賞佛教頻道的同時會跟家

人討論其他與節目內容無關的事情」（M=2.11）、「我是為了知道生活周遭的議題而去觀看

佛教頻道」（M=2.31）與「我常常計畫著一天的作息，以免錯過我所喜愛的佛教頻道節目」

（M=2.33）。 

與頻率表相比，最強的三名與最弱的三名都相互吻合，但由於平均數值並不高，故多數佛

教信眾在從事媒體消費時，其主動性仍然不高。根據統計表顯示佛教信眾在觀賞佛教頻道節目

時企圖心高，但不會因為為了知道生活議題去觀看佛教頻道，也不會因為佛教頻道的節目去安

排自己的生活作息。 

在三個面向的分析中，發現台灣地區佛教信眾在使用佛教頻道的「企圖心」最強，「涉入

感」次之，「專心度」最低，顯示佛教信眾在觀賞宗教頻道的時候已經知道自己想要得到的是

什麼，所以「企圖心」數值最高，是故，佛教信眾在使用宗教頻道時，是以工具性導向為前提，

進而採取行動，但是在觀賞宗教頻道的同時，其專心度並不高。 

表 4-5.1-1  台灣地區佛教信眾收視行為主動性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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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括號（）內為百分比％ 

表 4-5.1-2  台灣地區佛教信眾收視行為主動性統計表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為我相信佛教頻道所提供的訊息，所以我觀賞佛教頻道 2.91 1.30 

佛教頻道節目可以讓我知道所參與的佛教團體目前發展的情形 2.87 1.31 

看過佛教頻道後，對於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我不再感到意外 2.86 1.31 

我會看佛教頻道是因為我想知道我所參與的佛教團體做了什麼事 2.68 1.33 

看完佛教頻道的節目後，我會仔細回想看過的節目內容 2.66 1.23 

我常會跟別人討論佛教頻道節目的內容 2.47 1.18 

頻率 主動性 

總
是 

常
常 

通
常 

有
時 

從
不 

總
計 

我常常計畫著一天的作息以免錯過我所喜愛的佛教頻道節目 84    119    55     28    32       318 

(25.8)  (36.6)  (16.9)  (8.6)  (9.8) 

我常常確認時間以免錯過我喜愛的佛教頻道節目 85    114    53     37    28       317 

(26.2)  (35.1)  (16.3)  (11.4) (8.6) 

我常常一邊看佛教頻道一邊做著其他的事 93    110    56     34    25       318 

(28.6)  (33.8)  (17.2)  (10.5) (7.7) 

我觀賞佛教頻道的時候會跟家人討論佛教頻道中的節目內容 74    111    65     42    23       315 

(22.8)  (34.2)  (20)   (12.9) (7.1) 

我觀賞佛教頻道的同時會跟家人討論其他與節目內容無關的

事情 

114    107    54     24    15       314 

(35.1)  (32.9)  (16.6)  (7.4)  (4.6) 

看完佛教頻道的節目後，我會仔細回想看過的節目內容 58    108    73     46    34       319 

(17.8)  (33.2)  (22.5)  (14.2) (10.5) 

我常會跟別人討論佛教頻道節目的內容 65    131    54    45    24        319 

(20)   (40.3)  (16.6)  (13.8) (7.4) 

我是為了知道生活周遭的議題而去觀看佛教頻道 94    108    54    31    25        312 

(28.9)  (33.2)  (16.6)  (9.5)  (7.7) 

看過佛教頻道後，對於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我不再感到意外 50     90    72    46    52        315 

(15.4)  (29.2)  (22.2)  (14.2) (16) 

因為我相信佛教頻道所提供的訊息，所以我觀賞佛教頻道 45     94    77    48    53        317 

(13.8)  (28.9)  (23.7)  (14.8) (16.3) 

我會看佛教頻道是因為我想知道我所參與的佛教團體做了什

麼事 

71     90    67    47    42        317 

(21.8)  (27.7)  (20.6)  (14.5) (12.9) 

佛教頻道節目可以讓我知道所參與的佛教團體目前發展的情

形 

54     84    79    51    50        318 

(16.6)  (25.8)  (24.3)  (15.7)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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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賞佛教頻道的時候會跟家人討論佛教頻道中的節目內容 2.46 1.19 

我常常確認時間以免錯過我喜愛的佛教頻道節目 2.40 1.24 

我常常計畫著一天的作息以免錯過我所喜愛的佛教頻道節目 2.39 1.25 

我常常一邊看佛教頻道一邊做著其他的事 2.33 1.22 

我是為了知道生活周遭的議題而去觀看佛教頻道 2.31 1.23 

我觀賞佛教頻道的同時會跟家人討論其他與節目內容無關的事情 2.11 1.12 

主動性項目 2.59 0.93 

表 4-5.1-3  台灣地區佛教信眾收視行為主動性統計表（面向） 

 平均數 標準差 總和 

企圖心 2.81 1.17 313 

專心度 2.40 .95 301 

涉入感 2.58 1.12 308 

第六節 假設驗證 

以下將針對研究中所設立的假設，一一加以檢定並進行說明。 

假設一：參加道場活動的次數越多，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時間越少。 

利用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參加道場活動次數」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

的時間」、「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進行分析，發現「參加道場活動次數」與「平

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以及「參加道場活動次數」與「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

的時間」的確有關連，其中 G1係數為-0.25、G2係數為 0.43。 

在 G1的部份，顯示「參加道場活動次數」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兩者

之間呈現負向的關係，且其相互解釋力為 25%。但在 G2的部份，顯示「參加道場活動次數」

與「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兩者之間呈成現正向關係，其相互解釋力為 43%。 

表 4-6.1a 「參加道場活動次數」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卡方分析表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73.883 1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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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lihood Ratio 71.657 16 .000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171 1 .679 

N of Valid Cases 309   

a 13 cells (52.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56. 

表 4-6.1b 「參加道場活動次數」與「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卡方分析表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79.478 16 .000 

Likelihood Ratio 78.450 16 .000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54.236 1 .000 

N of Valid Cases 304   

a 0 cells (.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6.63. 

因此，就研究發現而言，短期時間內研究假設一是成立的，也就是參加道場活動的次數越

多，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時間越少，但是，就佛教信眾長期而言，研究假設一並無法成立，其

收視時間與參加道場活動是呈現正相關。 

 

 

假設二：參與佛教團體舉辦之公益活動次數越多者，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時間越少。 

利用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參加佛教團體舉辦之公益活動」與「平均一天觀賞佛

教頻道節目的時間」、「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進行分析，發現「參加佛教團體

舉辦之公益活動」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以及「參加佛教團體舉辦之公益活

動」與「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兩者之間確有關連，其中 G1 係數為-0.103，

表示「參加佛教團體舉辦之公益活動」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為負相關，其

相互解釋力為 10.3%；G2係數為 0.218，表示「參加佛教團體舉辦之公益活動」與「過去七天

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為正向關係，相互解釋力為 21.8%。 

表 4-6.2a 「參加佛教團體舉辦之公益活動」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卡方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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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77.922 12 .000 

Likelihood Ratio 51.456 12 .000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497 1 .481 

N of Valid Cases 305   

a 11 cells (55.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18. 

表 4-6.2b 「參加佛教團體舉辦之公益活動」與「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卡方分析表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29.997 12 .003 

Likelihood Ratio 35.129 12 .000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8.978 1 .003 

N of Valid Cases 299   

a 7 cells (35.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2.20. 

 

 

假設三：擔任佛教團體義（志）工的時間越長，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時間越少。 

利用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分析「擔任義（志）工的時間」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

頻道節目的時間」、「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擔任義（志）

工的時間」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擔任義（志）工的時間」與「過去七

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兩者之間確實有關連，其中 G1為數值顯示為-0.198，G2數值則

為 0.255，表示「擔任義（志）工的時間」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為負向關

係，其相互解釋力為 19.8%，「擔任義（志）工的時間」與「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

間」兩者則為正向關係，相互解釋力為 25.5%。 

表 4-6.3a 「擔任義（志）工的時間」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卡方分析表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42.021 12 .000 

Likelihood Ratio 39.177 1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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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825 1 .364 

N of Valid Cases 256   

a 11 cells (55.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38. 

表 4-6.3b 「擔任義（志）工的時間」與「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卡方分析表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31.832 12 .001 

Likelihood Ratio 32.270 12 .001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10.718 1 .001 

N of Valid Cases 250   

a 2 cells (10.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3.36. 

假設四：不同生活型態的佛教信眾，觀看電視佛教頻道的動機會有所不同。 

為了驗證此一假設，本研究將問卷中有關受訪者擔任義工與參與宗教活動之時間分配、捐

款數額、從事義工與否等題組當成生活型態的操作變項，利用多變量分析方法（ANOVA），

瞭解不同生活型態的佛教信眾在收視佛教頻道的動機上，是否有差異。 

（一）佛教信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與使用媒體動機 

經 ANOVA分析，發現 F(3, 288 ) = 4.44，且 p<0.005，顯示佛教信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

的時間」確實會使得「使用媒體動機」強度有所差異。一天分配 5小時以上的時間參與佛教活

動的佛教信眾，其媒體使用動機是所有時間項目中最強烈的，平均值達到了 3.94，顯示佛教信

眾分配給佛教活動時間的多寡會影響到使用媒體的動機強度。 

再分析「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與媒體使用動機的兩個面向︰「資訊需求」與「娛

樂休閒需求」，結果發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與「資訊需求」的 F(3, 306)=6.404，p<0.000，

顯示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多寡確實會影響到佛教信眾的媒體使用-資訊需求動機的強

弱。例如︰一天分配一小時以下時間參與佛教活動的受訪者，其動機平均值為 3.71，而一天分

配五小時以上者，動機平均值則為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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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a 佛教信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時間與媒體使用動機分析表 

動機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7.702 3 2.567 4.443 .005 

Within Groups 166.405 288 .578   

Total 174.107 291    

 

 

（二）年齡與使用媒體動機 

分析後數據呈現F(4, 287) =4.927，p<0.001，顯示不同年齡層的佛教信眾其使用媒體動機強

弱，也會有所不同。進一步比較數據後，發現年齡在40歲以上的收視動機（M＝3.89）高於40

歲以下的受訪者（M＝3.50）。 

接著分析年齡與媒體使用動機的兩個面向︰「資訊需求」與「娛樂休閒需求」，結果兩項

檢定皆達顯著，其中︰「資訊需求」方面，F(4,304)=5.356，p<0.000；「娛樂休閒需求」方面，

F(4,295)=3.451，p<0.009。顯示「年齡」的不同，其媒體使用動機也會有所不同。例如︰「資

訊需求」方面，動機平均值最高（M=4.06）的為51歲以上的年齡層，次之為41至50歲的年齡

層（M=4.04）；「娛樂休閒需求」方面，動機平均值最高（M=3.62）的則為41至50歲的年齡層，

次之為51歲以上的年齡層（M=3.55）。 

表4-6.4b 年齡與媒體使用動機分析表 

動機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11.207 4 2.802 4.927 .001 

Within Groups 163.200 287 .569   

Total 174.407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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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與使用媒體動機 

根據ANOVA分析結果顯示F(3, 280)=3.345，p<0.02，表示「教育程度」的不同，佛教信眾的

「使用媒體的動機」也就不同。例如，具有大學（專）教育程度的受訪者之使用媒體動機平均

數為3.54，研究所以上程度者只有3.41，然而，國中或以下的教育程度者，其媒體使用動機平

均數則高達3.83，換句話說，在佛教信眾的「教育程度」與「使用媒體動機」兩個變項間所顯

示的關係為：佛教信眾的教育程度越高，其使用宗教媒體頻道的動機越弱。 

表4-6.4c 教育程度與媒體使用動機 

動機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5.815 3 1.938 3.345 .020 

Within Groups 162.221 280 .579   

Total 168.036 283    

（四）職業別與使用媒體動機 

經過ANOVA分析後，F(6, 276)=3.21，p<0.005，表示不同職業的受訪者，在使用媒體的動機

上亦有所差異。例如，職業別為「家管」者的媒體使用動機最高（M＝4.0），「學生」的媒

體使用動機最低（M＝3.46）。 

表4-6.4d 職業別與媒體使用動機分析表 

動機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11.034 6 1.839 3.210 .005 

Within Groups 158.122 276 .573   

Total 169.156 282    

（五） 佛教信眾擔任義（志）工的時間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從ANOVA的數據可以看到F(3, 246)=2.939，p<0.034，表示佛教信眾擔任義（志）工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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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會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強弱有關。 

根據描述統計分析發現，一個月擔任3至6天義（志）工的佛教信眾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

動機最強（M=3.98），其次是一個月工作7天以上的義工（M=3.69）。 

進一步分析佛教信眾參與義（志）工活動天數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的兩個面向︰「心

靈安定需求」與「團體互動需求」面向，發現佛教信眾參與義（志）工活動天數與「心靈安定

需求」達到顯著，F(3, 252)=3.909，p<0.009，顯示義（志）工的天數不同，其心靈安定需求的強

度也就不同。 

數據顯示，一個月工作7天以上的佛教義工，其心靈安定需求的平均值為4.32；工作3到6

天者則為4.35為最高。大致來說，義（志）工工作的天數與「心靈安定需求」的分析平均值約

在3.84到4.35之間，與「團體互動需求」面向分析的平均值則在3.20至3.74之間，皆低於心靈安

定需求的層面。 

表4-6.4e 佛教信眾擔任義（志）工的時間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分析表 

動機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6.021 3 2.007 2.939 .034 

Within Groups 168.028 246 .683   

Total 174.049 249    

（六） 平均一年的捐款數額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依據ANOVA分析可知F(4, 282)= 2.799，p<0.026，顯示「平均一年的捐款數額」多寡會與「社

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的強弱有關。 

從不同的捐款數額選項比較發現，一年捐款一萬兩千元以上者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最高（M=3.83），但是，平均一年捐款一千二百元以下者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最低（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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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故佛教信眾一年的捐款數額越多，其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越強。 

同樣分析「平均一年的捐款數額」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的兩個面向︰「心靈安定需

求」與「團體互動需求」面向，結果發現「平均一年的捐款數額」與「心靈安定需求」達到顯

著，F(4, 293)=6.288，p<0.000，顯示平均一年捐款數的不同，有不同的心靈安定需求。例如︰一

年捐款一千兩百元以下者，心靈安定需求是最低的（M=3.79），而心靈安定最高者為一年捐

款一萬兩千元以上者（M=4.54）。 

表4-6.4f 平均一年的捐款數額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分析表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7.270 4 1.818 2.799 .026 

Within Groups 183.090 282 .649   

Total 190.360 286    

（七） 佛教信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研究結果顯示F(3, 298)= 2.982，p<0.032，故佛教信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多寡會與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的強弱有關，例如一天分配5小時以上參加佛教活動者，其社會互動

性媒體使用動機最強（M=3.96）。也就是說，在佛教信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與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兩變項間呈現正向關係，佛教信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越

多，其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也就越強。 

同樣將「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的兩個面向─「心靈安

定需求」與「團體互動需求」面向─進行分析發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與「心靈

安定需求」的F(3, 309)=4.084，p<0.001，顯示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時間的多寡會影響佛就信眾心

靈安定需求的動機強度，數據顯示，受訪者一天分配五小時以上給佛教活動的心靈安定需求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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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最強（M=4.53）。 

表4-6.4g 佛教信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時間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分析表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6.035 3 2.012 2.982 .032 

Within Groups 201.051 298 .675   

Total 207.086 301    

（八） 年齡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經ANOVA分析得知，F(4, 299)= 3.921，p<0.004，表示佛教信眾年齡層的不同，其社會互動

性媒體使用動機的強弱也有所不同，例如數據中顯示，51歲以上的佛教信眾的社會互動性媒體

使用動機最強（M=3.75），41至50歲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次之（M=3.71），動機最弱

的則是20歲以下的年齡層（M＝3.29）。由此可見，佛教信眾中年齡越長者，其社會互動性媒

體使用動機越強。 

經細分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的兩個面向︰「心靈安定需求」與「團體互動需求」面向，

而後與年齡變項進行分析，統計結果發現年齡的差異的確會影響佛教信眾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

用動機（F(4, 304)=2.402，p<0.05（團體互動需求）；F(4, 310)=4.963，p<0.001（心靈安定需求））。

團體互動動機最強的為51歲以上的年齡層（M=3.52），次之為41至50歲的年齡層（M=3.43）；

心靈安定需求動機最強的為41至50歲的年齡層（M=4.29），次之為51歲以上（M=4.25）。 

表4-6.4h 年齡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10.355 4 2.589 3.921 .004 

Within Groups 197.415 299 .660   

Total 207.770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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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育程度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資料分析發現，F(3, 293) = 7.177， p<0.000，顯示隨著教育程度的不同，佛教信眾的社會互

動性媒體使用動機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具有大學（專）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其社會互動性媒

體使用動機最低（M=3.31），相對而言，國中或以下教育程度者的動機最高（M=3.74）。 

進一步分析教育程度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的兩個面向，發現兩者皆達顯著。其中「教

育程度」與「團體互動需求」的 F(3, 297)=4.928，p<0.002，顯示教育程度的不同，佛教信眾的

團體互動需求強度也就有所不同，例如︰團體互動動機最強的為「高中職」教育程度者

（M=3.53），次之為「國中或以下」學歷者（M=3.51），大學（專）程度則是最低（M=3.12）。 

「教育程度」與「心靈安定需求」的 F(3, 303)=5.468，p<0.000，顯示教育程度的不同，佛

教信眾的心靈安定需求強度也就有所不同，例如︰心靈安定需求動機最強的為「國中或以下」

學歷者（M=4.29），次之為「高中職」教育程度者（M=4.26），第三為「大學（專）」程度

者（M=3.81），最弱者為「研究所及以上」程度者（M=3.78）。 

表 4-6.4i 教育程度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分析表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13.939 3 4.646 7.177 .000 

Within Groups 189.685 293 .647   

Total 203.624 296    

（十） 職業別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從數據分析發現F(6, 290)= 4.118，p<0.001，表示佛教信眾的職業別會影響社會互動性媒體

使用動機的強弱，也就是說，職業不同的受訪者，其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會產生差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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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職業別為「農林漁牧礦業」者，其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最高（M= 4.16），而「學生」

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是所有職業別中最低的（M＝3.25）。 

更深入分析職業別與「心靈安定需求」、「團體互動需求」面向之間的關係，發現「職業」

與「團體互動需求」的F(6, 293)=3.187，p<0.005，達顯著標準；「職業」與「心靈安定需求」的

F(6, 299)=3.818，p<0.000，也達顯著標準，顯示職業別的不同，佛教信眾的「心靈安定需求」與

「團體互動需求」動機強度也就有所不同，例如︰「團體互動需求」動機最強者為「農林漁牧

礦業」（M=4.05），次之為「家管」（M=3.50），最弱的為「學生」（M=3.03）；「心靈安

定需求」動機強度最強者則為「家管」（M=4.48），次之為「農林漁牧礦業」（M=4.38），

最弱的為「自由業」（M=3.75）。 

表4-6.4j 職業別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Between Groups 15.900 6 2.650 4.118 .001 

Within Groups 186.626 290 .644   

Total 202.526 296    

假設五：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觀賞佛教頻道的時間呈現正相關。 

利用 Pearson相關係數針對「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

目的時間」、「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等項目進行檢測。 

「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兩變項的平均數

分別是 3.79 與 1.64，從 Pearson 相關係數的呈現可知兩變項間的相關並不顯著（Pearson’s r 

=0.021, p<0.717）。 

「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兩變項的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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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3.79與 2.92，經過 Pearson相關係數分析顯示相關係數為-0.233（p<0.000）達顯著水準，

兩變項間呈現負向相關。也就是說，佛教信眾的「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過去七天

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達到了顯著的負向關係。 

綜合兩項 Pearson相關係數分析，顯示「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平均一天觀賞

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兩者間並不必然存有關係；「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過去七

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兩變項間呈現顯著負相關，因此假設五未獲支持。 

表 4-6.5 收看電

視佛教頻道滿

意度與時間相

關表 

註：「*」，p< 0.5；「**」，p< 0.01；「***」，p< 0.001 

假設六：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觀賞佛教頻道的專心度呈現正相關。 

利用 Pearson相關係數進行分析，發現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觀賞佛教頻道的專心

度呈現顯著正相關（r =0.384**, p<0.01），因此假設六獲得支持，顯示台灣地區佛教信眾收看

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觀賞佛教頻道的專心度確實呈現正相關。 

表 4-6.6 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專心度相關表 

   專心度 

滿意度 Pearson Correlation .384** 

 Sig. (2-tailed) .000 

 Sum of Squares and Cross-products  77.908 

 Covariance .274 

 N 285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假設七：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觀賞佛教頻道的涉入度呈現正相關。 

  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 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 

滿意度 Pearson Correlation 0.021 -0.233** 

 Sig. (2-tailed) 0.717 0.000 

 N 288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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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Pearson相關係數進行分析，發現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觀賞佛教頻道的涉入

度呈現顯著正相關（r =0.402**, p<0.01），因此假設七獲得支持，顯示台灣地區佛教信眾收看

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觀賞佛教頻道的涉入度確實呈現正相關。 

表 4-6.7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涉入度相關表 

   滿意度 涉入感 

滿意度 Pearson Correlation 1.000 .402** 

 Sig. (2-tailed) . .000 

 Sum of Squares and Cross-products  163.132 95.753 

 Covariance .547 .334 

 N 299 288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根據本研究的調查發現，目前台灣地區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佛教信眾多具有高學歷，每月

薪資所得與個人每月可支用所得多半在一萬元以下，不過造成這樣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職業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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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家管」與「學生」共計有 122人，佔了全部受訪者的 37.5%，此外，每月薪資所得與每

月可支用所得的缺漏值分別為 42 人（12.9%）與 36 人（11.1%），都有可能對所得與支用分

配狀況造成影響。 

在眾多媒體裡，「電視」仍然是佛教信眾獲得佛教方面的訊息主要媒介，有 197人（60.6%）

一天約花費「1 小時以下」觀看佛教頻道的節目；324 位受訪者中，有 182 人（56%）最常收

看的佛教頻道是「佛光衛視」，但是由於採用立意抽樣的方式，在佛光山各地方道場進行，因

此，相較於AC Nielsen於 2001年一月至六月間所作的收視率調查，結果有所不同，AC Nielsen7

在調查三個宗教頻道（好消息頻道、佛光衛視、慈濟大愛）後發現宗教頻道的收視率皆低，其

中佛光衛視收視率為 1%，慈濟大愛為 2%，但一月至六月間，慈濟大愛的收視率持續維持在

2%，其他宗教頻道則在 0與 1%之間。 

最常收看的節目類型中，有 230位受訪者選擇「佛學講經節目」與「教育文化節目」，全

部比例就佔了 74.9%，由此可知，佛教信眾最常收看電視宗教頻道中的「佛學講經節目」與「教

育文化節目」。但是根據佛光衛視、慈濟大愛、法界衛星與佛教衛星的一週節目表（見附錄二、

三、四、五），顯示以「佛學講經節目」為主的電視台是佛教衛星與法界衛星電視台，有超過

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播出「佛學講經節目」；佛光衛視與慈濟大愛所播出的節目則較多樣化，

顯然不以「佛學講經節目」為主，大部分屬於「教育文化節目」。 

307位受訪者中有 70人（21.5%）一星期內約花費「3小時以上」觀看該類型的節目。由

此可見，仍有相當高比例（1/5）的宗教頻道閱聽眾願意花費休閒時間有目的地收看宗教節目。 

多數受訪者（n= 203，62.5%）認為參加道場活動的動機是「為了佛教信仰」，而參加道

                                                 
7 根據 AC Nielsen於 2001年 11月提供給研究者的資料顯示，其樣本輪廓： 
(1) 性別：男性 40%、女性 60%， 
(2) 年齡：年齡 25-34歲佔 20%、35-44歲佔 20%、45-54歲佔 20%、55歲以上佔 40% 
(3) 職業：工作男性佔 20%、工作女性佔 40%、學生 20%、家庭主婦 20%、無業/退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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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活動的次數最多者為「一個月 1次」（n= 78），佔了整體受訪者的 24%，「法會」則是最

常參加的活動類型。而在佛教信眾的心中，認為「佛教活動是精神上的支柱」者有 227人，佔

了全體作答者的 69.8%，每天分給佛教活動的時間約在「 1小時以下」的受訪信眾有 221人（68

％），最常藉「捐款贊助」的方式來表現對於佛教信仰的支持，而一年捐款約「一千兩百元以

下」的人數共計 132人（40.6％），捐款行為可能受到職業別或是每月所得、平均每月可支用

金額的影響。在本研究中，由於職業別中「學生」與「家管」共計有 122人（37.5%），因此

可能是「捐款贊助」金額偏低的重要因素。受訪者中有 159人（48.9％）每年約參加由佛教團

體所舉辦的公益慈善活動 1到 5次，再進一步檢視結果，可以發現共有 201人（63.6％）每年

至少都會固定參加公益慈善活動；這意謂著佛教信眾對於由佛教團體舉辦的公益慈善活動是非

常支持的。此外，擔任義工的佛教信眾每年參與公益慈善活動的頻率也較非擔任義工者來的高

（G=0.592, p<0.000, a= 0.05）。 

「使用與滿足」題組中顯示，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偏向「資訊需求」

（M=3.8）；也就是說，佛教信眾會藉由電視宗教頻道去搜尋原本參與佛教信仰活動所能提供

的功能，至於「休閒娛樂」的動機層面（M=3.36），佛教信眾較不重視。這樣的結果與 1987

年 Abelman的研究發現相呼應，Abelman認為許多宗教節目的閱聽人是有目的與選擇性的資

訊搜尋者；換句話說，多數的宗教閱聽人是目標導向、工具性地使用媒體。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題組經過分析，可知佛教信眾使用電視佛教頻道的社會互動

性媒體使用動機以「心靈安定需求」層面最為強烈（M=4.01），而「團體互動關係」層面的

動機在影響佛教信眾上最為薄弱（M=3.3）。但是到了「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後所得滿足」題

組，發現佛教信眾在「心靈安定需求」層面所獲得的滿足程度最高（M=3.95），與社會互動

性媒體使用動機相比較，「心靈安定需求」動機也最高。因此，「心靈安定需求」面向符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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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與滿足」理論，但是在動機最薄弱的「團體互動關係」面向上，也獲得了滿足（M=3.71）。

「團體互動關係」上的滿足，可能並非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社會互動性的主要動機，而是佛教信

眾在觀看的情境下，經過實質參與道場活動，所衍生出高度滿意程度的「團體互動關係」。也

就是說，在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中，佛教信眾最初觀看電視佛教頻道或許是為了追求「心

靈安定」，但是由於觀看電視宗教頻道後，與其他佛教信眾有了共同話題，故相對也提高了「團

體互動關係」的滿足程度（M=3.71）。 

主動性題組分析發現，佛教信眾在從事媒體消費時，主動性仍然不高。台灣地區佛教信眾

使用佛教頻道的「企圖心」最強（M＝2.81），「涉入感」次之（M＝2.58），「專心度」最

低（M＝2.4），顯示佛教信眾在觀賞宗教頻道的時候已經知道自己想要得到的是什麼，但是

在觀賞宗教頻道的同時，其專心度並不高。 

「使用與滿足」題組中已經顯示，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資訊需求」動機與滿足

程度最高，主動性三面向分析則發現台灣地區佛教信眾使用佛教頻道的「企圖心」最強，因此

佛教信眾使用宗教頻道時，主要以工具性導向為前提。 

比較「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與滿足程度的關連性」（r =0.691）與「佛教信

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與滿足程度的關連性」（r = 0.771）發現，後

者所得到的 Pearson相關係數都比前者要來的高些，這顯示佛教信眾在收看電視宗教頻道時，

懷有較強的與他人互動以及心靈安定需求的動機，而非像一般閱聽眾收視商業電視節目，以休

閒娛樂或是資訊需求的動機為主。（請參閱表 4-4.3-1與表 4-4.3-2）。 

比較特別的是在「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與滿足程度的關連性」中，發現以「看

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產生休閒娛樂的感受」的動機與滿足相關係數為最高（ r = 0.587），顯示

佛教信眾從收看的過程中所得的娛樂滿足感較其他的滿足感來的大。但是，使用與滿足題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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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產生休閒娛樂的感受」，不論在「使用」（M=3.45）或「滿足」（M=3.49）

中的平均數皆低。 

這樣的結果表示，雖然佛教信眾因為「娛樂」動機而收看宗教頻道的比例很小，不過，如

果以「娛樂」為目的收看宗教頻道節目的話下，佛教信眾仍會得到高度的「娛樂滿足感」。 

在生活型態方面，研究中利用佛教信眾參與佛教活動時間、從事義（志）工時間、年齡、教育

程度與職業等變項，與媒體使用動機、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進行多變量分析。研究發現佛

教信眾參與佛教活動的時間越多，媒體的使用動機就越強，這顯示了佛教信眾參與活動的時間

越多，需求佛教相關資訊的慾望也就越強烈。因此，媒體使用動機也跟著強化。但是，佛教信

眾也有可能將觀賞電視宗教頻道節目的時間視為「參與佛教活動」的生活一部份，這個因素是

在證明此一假設時，必須特別考量的。 

此外，佛教信眾的年齡也會影響其媒體使用動機以及使用媒體的社會互動性動機。經由

ANOVA 分析後發現，年齡在 40 歲以上的佛教信眾的媒體使用動機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

機的強度都高於其他年齡層的受訪者；這顯示了年齡越長的佛教信眾，對於佛教的「資訊需求」

與「心靈安定」需求亦趨於強烈。 

在佛教信眾的職業別與媒體使用動機的互動影響分析中發現，職業別為「家管」者的媒體

使用動機最強烈（M= 4.0），其次為「農林漁牧礦業」（M= 3.81）。比對佛教信眾的教育程

度與媒體使用動機的分析，教育程度為「國中或以下」的佛教信徒使用媒體動機最高（M= 

3.83），次之為「高中職」（M= 3.80），教育程度越高的媒體使用動機卻越低（M= 3.41）。

由此可以推知，多數佛教頻道閱聽人教育程度不高，所從事的工作也以傳統產業「農林漁牧礦

業」居多，或是在家庭中從事家管工作的家庭主婦，而教育程度高的佛教閱聽人對於電視宗教

頻道的使用動機卻相對地薄弱。同樣的，在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上，教育程度高的佛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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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的動機仍然低落，例如大學（專）教育程度的佛教信眾在社會互

動性使用媒體的動機平均值只有 3.31，而國中或以下教育程度的動機平均值則為 3.74。 

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與職業呈現相關，例如「農林漁牧礦業」的受訪者社會互動性媒

體使用動機最高（M=4.16），而「學生」則最低（M=3.25），如此顯示「農林漁牧礦業」的

閱聽眾心靈需求強烈，比較特殊的是，「家管」（N=59）與「學生」（N=58）人數相近，但

是職業別為「家管」（M=3.80）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遠超過「學生」（M=3.25）。究

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學生課業繁重，生活重心仍在課業方面，因此心靈需求並不高。 

假設一的數據顯示，「參加道場活動次數」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以及

「參加道場活動次數」與「過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的確有關連。就佛教信眾日常

生活而言，所能運用的休閒時間有限，因此，「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時間越長，「參加道場

活動次數」就會越少，反之亦然。但就長時間來說，佛教信眾所能運用的休閒時間是累計的。

因此，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時間與參加道場活動次數也是累計的。所以，長期而言，佛教信眾

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時間與參加道場活動次數兩者之間是呈現正向關係。 

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假設二與假設三，由於在一天裡佛教信眾可能會參與佛教團體舉辦的

公益活動，同時也會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然而，所能使用的時間有限，因此，研究中的假設驗

證發現：「參加佛教團體舉辦之公益活動」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呈現負向

關係，也就是說，參加佛教團體所舉辦的公益活動次數越多，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的時間就越少。

但是，就長時間而言，參加佛教團體所舉辦的公益次數越多的佛教信眾，其觀賞佛教頻道的時

間也就跟著越多。 

假設四的驗證顯示，一天分配越多時間參與佛教活動的佛教信眾，其媒體使用動機越強。

在分析媒體使用動機方面，佛教信眾的媒體使用動機偏重生活的資訊需求。因此，綜合上述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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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分析可以推論：佛教信眾分配佛教活動的時間越多，越會積極使用電視宗教頻道搜尋佛教相

關資訊。 

佛教信眾「年齡」的不同，其媒體使用動機也會有所不同。例如︰「資訊需求」方面，動

機平均值最高（M=4.06）的為51歲以上的受訪者，顯示51歲以上的佛教信眾想要搜尋佛教相

關訊息而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最為強烈。 

其次，「教育程度」的不同，佛教信眾的「使用媒體的動機」也就不同。在佛教信眾的「教育

程度」與「使用媒體動機」兩個變項間所顯示的關係為：佛教信眾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媒體使

用動機越薄弱。教育程度在本研究中會是影響使用電視宗教頻道的一項因素的可能原因為教育

程度越高者，所能夠接觸的消息來源管道也就越多樣，例如：網際網路、書籍、雜誌、報紙等

等，因此較不會依賴電視媒體，相對的使用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也就減弱。 

比對於「教育程度」與「參加道場活動次數」之間的分析，研究發現教育程度的不同會影

響參加道場活動的次數，例如︰國中或以下的教育程度者，參加道場活動（M=3.00）的平均

值就高於學歷為研究所的受訪者（M=2.47），然而「大學（專）」程度者參與道場活動的次數

為最高（M=3.47），高中職學歷（M=2.61）信眾參與道場活動次數則低於國中或以下教育程度。 

當分析佛教信眾「職業別」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兩者之間的關連性時發現，「職

業」的確會影響佛教信徒在「團體互動需求」面向上之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F(6, 293)=3.187，

p<0.005）；同時「職業」也會影響在「心靈安定需求」面向上之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F(6, 

299)=3.818，p<0.000）。顯示職業別的不同，佛教信眾的「心靈安定需求」與「團體互動需求」

動機強度也就有所不同。例如︰「團體互動需求」動機最強者為「農林漁牧礦業」（M=4.05），

次之為「家管」（M=3.50）；「心靈安定需求」動機強度最強者則為「家管」（M=4.48），

次之為「農林漁牧礦業」（M=4.38）。探究此一現象，可能是因為上述兩類型的佛教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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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社會階層差異或是生活環境封閉性的關係，所能尋求的人際互動與社會支持有限，因此轉

向佛教團體以尋求支持，藉由電視宗教頻道作為媒體與人互動，並進而達成心靈上的寄託。 

同樣分析「平均一年的捐款數額」與「心靈安定需求」之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與「團

體互動需求」之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面向，（結果發現「平均一年的捐款數額」與「心靈

安定需求」達到顯著，F(4, 293)=6.288，p<0.000）顯示平均一年捐款數的不同，有不同的心靈安

定需求，例如︰一年捐款一千兩百元以下者，心靈安定需求是最低的（M=3.79），而心靈安

定最高者為一年捐款一萬兩千元以上者（M=4.54），顯示多半佛教信眾會藉由捐款行為，來

達成心靈安定的需求。 

在佛教信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兩變項間呈現

正向關係，佛教信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越多，其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也就越強。

進一步分析發現，（「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的時間」與「心靈安定需求」的F(3, 309)=4.084，

p<0.001），顯示一天分配給佛教活動時間的多寡會影響佛就信眾心靈安定需求的動機強度，

數據顯示，受訪者一天分配五小時以上給佛教活動的心靈安定需求動機最強（M=4.53）。此

研究發現，印證了會投入大部分時間在宗教活動上的信眾，自然意謂著其亟需獲致心靈的安定。 

「心靈安定需求」與「團體互動需求」面向與年齡變項進行分析，兩個動機面向都與年齡

達到顯著（「團體互動需求」與年齡的F(4, 304)=2.402，p<0.05；「心靈安定需求」面向與年齡

的的F(4, 310)=4.963，p<0.001），，表示年齡的不同，佛教信眾的團體互動動機與心靈安定需求

動機的強度也會有所不同。 

團體互動動機最強的為51歲以上的年齡層信眾（M=3.52），次之為41至50歲的年齡層

（M=3.43），可能是因為51歲以上的佛教信眾多數已進入家庭生命週期中的「空巢期」，子

女已獨立或是在外唸書，許多前一時期（滿巢期）的壓力︰工作壓力、奉養父母、子女養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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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再，因此會希望參與團體生活，開創子女離巢後的新生活。心靈安定需求動機最強的為41

至50歲的年齡層（M=4.29），次之為51歲以上（M=4.25），這階段的佛教信眾正處於「滿巢

期」後期，仍負有許多家庭壓力與需求，因此，會希望有穩定的精神寄託，以減輕壓力干擾。 

此外，教育程度的不同，佛教信眾的團體互動需求強度也有所不同（「教育程度」與「心

靈安定需求」的 F(3, 303)=5.468，p<0.000）。，顯示教育程度的不同，佛教信眾的心靈安定需

求強度也就有所不同，例如︰心靈安定需求動機最強的為「國中或以下」學歷者（M=4.29），

最弱者為「研究所及以上」程度者（M=3.78）。 

假設五中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滿意度與觀賞佛教頻道時間的正向交互關係未獲支持的原

因可能由於佛教信眾的媒體使用動機（M=3.65）與滿足（M=3.79）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

機（M=3.52）與滿足（M=3.77）皆強，但是在「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與「過

去七天觀賞佛教頻道節目的時間」的頻率分析（請參閱表 4-3.2-4與表 4-3.2-5）發現有 60.6%

的佛教信眾一天觀賞宗教頻道的時間不到一小時，有 73%的佛教信眾過去七天觀賞宗教頻道

的節目不到 3 小時，顯示觀賞時間的長短，並不能影響佛教信眾對於電視佛教頻道的滿足程

度，「心靈安定需求」極有可能是介入這項結果的重要因素。 

為了瞭解不同的人口結構變項是否對於佛教信眾觀賞電視宗教頻道的行為產生差異，本研

究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類別與家庭狀況等人口結構變項分別抽離出來，藉由統計分

析檢驗這些自變項與其他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性別與電視宗教頻道中的節目類型 

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2）為 14.337，自由度（df）為 5，p<0.041，表示不同性別所收看

的電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是不一樣的。 

根據表 5-1.1 可知，男性收看佛學講經節目有 66 人佔了所有男性比例的 60%，女性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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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講經節目的有 111人，佔了所有女性的 57.2%；男性收看教育文化節目者有 21人（19.1%），

女性則有 30人（15.5%）；男性收看新聞報導節目者有 17人（15.5%），女性則有 15人（7.7%）。

由此三項數據可知，在佛學講經節目與教育文化節目類型中，男女皆佔了高比例且比例相近的

收視群眾，但是到了新聞報導節目，男女收視的比例就接近 2：1。故「性別」變項會影響「電

視宗教頻道中的節目類型」變項，表示男性與女性的佛教信眾所收看的宗教頻道節目是有所差

異的。 

表 5-1.1 性別與電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交叉表 

（二）年齡與電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 

分析結果卡方值（?2）達到 41.881，自由度（df）為 20，p<0.002，顯示不同年齡階層的

佛教信眾，所偏愛的宗教頻道節目是有差別的。例如根據表 5-1.2可以發現：不論何種年齡層，

最常收看的節目類型是佛學講經節目，佔了全部的 58.4%。30到 40歲之間的受訪者，有 24.6%

的人會收看教育文化節目，是所有年齡層中比例最高的。而收看新聞報導節目人口比例最高的

則是 51歲以上的年齡層，有 16.2%此年齡層的佛教信眾收看該類型節目。 

表 5-1.2 年齡與電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交叉表 

您最常收看佛教頻道中哪一類的節目 

 佛學講經節目 教育文化節目 綜藝節目 紀錄片 新聞報導節目 連續劇 Total 

男 66 

 (60%) 

21 

 (19.1%) 

1 (0.9%) 2  

(1.8%) 

17  

(15.4%) 

3 

 (2.7%) 

110 (36.2%) 性別 

女 111 (57.2%) 30 

 (15.5%) 

5 (2.6%) 13 (6.7%) 15 

 (7.7%) 

20 (10.3%) 194 (63.8%) 

Total  177 (38.5%) 51 

 (16.8%) 

6 (1.9%) 15 (4.9%) 32 

 (10.5%) 

23 

 (7.6%) 

3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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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 

分析數據顯示教育程度的不同會影響所收看的電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2＝32.78, df=7, 

p<0.017）。 

根據表 5-1.3可知，不論何種教育程度，佛教信眾收看佛學講經節目的有 171人，佔所有

樣本中的 58.2%。而收看佛學講經節目比例最高的是「高中職」學歷，有 71.1%的高中職教育

程度佛教信眾收看佛學講經節目；在教育文化節目方面，具有大專程度的受訪者與其他教育程

度的受訪者相比，比例為最高（32 人，佔所有大專程度受訪者的 21.3%）。另外在「新聞報

導節目」與「連續劇」等節目類型中，大專程度受訪者也都是比例最高的，分別是 17人（11.3%）

收看「新聞報導節目」與 16人（11%）收看「連續劇」節目。 

但是在這一部份，由於樣本中有 164人（50.5%）具有大學（專）的學歷，是樣本中人數

最多的族群，因此，針對「教育程度」與「電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進行分析會產生一定程度

的影響誤差。 

表 5-1.3 教育程度與電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交叉表 

您最常收看佛教頻道中哪一類的節目 

 佛學講經節目 教育文化節目 綜藝節目 紀錄片 新聞報導節目 連續劇 Total 

20歲 

以下 

16 

(50%) 

4 

(12.5%) 

 3 

(9.4%) 

3 

(9.4%) 

6 

(18.8%) 

32 

(10.6%) 

21-30歲 41 

(47.1%) 

20 

(23%) 

3 

(3.4%) 

3 

(3.4%) 

9 

(10.3%) 

11 

(12.6%) 

87 

(28.7%) 

31-40歲 33 

(5.3%) 

14 

(24.6%) 

1 

(1.75%) 

5 

(8.7%) 

3 

(5.3%) 

1 

(1.75%) 

57 

(18.8%) 

41-50歲 40 

(67.8%) 

8 

(13.4%) 

 1 

(1.7%) 

7 

(11.7%) 

3 

(5.1%) 

59 

(19.5%) 

年齡 

51歲 

以上 

47 

(69%) 

5 

(7.4%) 

2 

(2.9%) 

3 

(4.4%) 

11 

(16.2%) 

 68 

(22.4%) 

Total  177 

(58.4%) 

51 

(16.9%) 

6 

(2%) 

15 

(5%) 

33 

(10.9%) 

21 

(6.9%) 

3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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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別與電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 

雖然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是經常收看佛學講經類的節目的觀眾（ 173人，58.8%）。不過，

從表 5-1.4 來看，可以得知有 84.6%從事「農林漁牧礦業」者收看佛學講經節目，是所有職業

別中比例最高的。此外有 26.5%從商（18 人）與 22.4%就學（11 人）的受訪信眾亦會觀看教

育文化類的節目。 

表 5-1.4 職業別與電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交叉表 

您最常收看佛教頻道中哪一類的節目 

 佛學講經節

目 

教育文化節

目 

綜藝節

目 

紀錄片 新聞報導節

目 

連續劇 Total 

國中或以

下 

24 

(63.1%) 

3 

(7.9%) 
1 

(2.6%) 
4 

(10.5%) 
3 

(7.9%) 
3 

(7.9%) 
38 

(12.9%) 
高中職 64 

(71.1%) 
9 

(10%) 
 5 

(5.6%) 
8 

(8.9%) 
4 

(4.4%) 
90 

(30.6%) 
大學（專） 76 

(50.7%) 
32 

(21.3%) 
5 

(3.3%) 
4 

(2.7%) 
17 

(11.3%) 
16 

(10.7%) 
150 

(51%) 

教育程

度 

研究所 7 

(4.4%) 
7 

(4.4%) 
 

 
2 

(12.5%) 
  16 

(5.4%) 
Total  171 

(58.2%) 
51 

(17.3%) 
6 

(2%) 
15 

(5.1%) 
28 

(9.5%) 
23 

(7.8%) 
2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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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業別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時間 

結果顯示由於職業的不同，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的時間亦會有所不同（?2＝62.568，自

由度為 24，p<0.008）。根據表 5-1.5 所呈現的數據可以發現，雖然不論受訪者的職業為何，

大多數信眾（n＝190）收看佛教頻道的時間都在一個小時以下，約佔全體作答者的 63.5%，但

是，值得注意的是職業為「家管」者，有 34位收看佛教頻道的時間介於 1∼5個小時，佔全體

選擇家管為職業的作答者 54%。 

 

表 5-1.5 職業別與平均一天觀賞佛教頻道時間交叉表 

您最常收看佛教頻道中哪一類的節目 

 佛學講經節目 教育文化節目 綜藝節目 紀錄片 新聞報導節目 連續劇 Total 

軍公教 15 

(50%) 
5 

(16.7%) 
1 

(3.3%) 
 7 

(23.3%) 
2 

(6.7%) 
30 

(10.2%) 
農林漁牧礦 11 

(84.6%) 
2 

(15.4%) 
 

 
   13 

(4.4%) 
商業 35 

(51.5%) 
18 

(26.5%) 
1 

(1.5%) 
5 

(7.4%) 
4 

(5.9%) 
5 

(7.4%) 
68 

(23.1%) 
自由業 29 

(66%) 
8 

(18.2%) 
 

 
3 

(6.8%) 
4 

(9.1%) 
 

 
44 

(15%) 
學生 22 

(44.9%) 
11 

(22.4%) 
2 

(4.1%) 
2 

(4.1%) 
6 

(12.2%) 
6 

(12.2%) 
49 

(16.7%) 
家管 46 

(73%) 
4 

(6.3%) 
1 

(1.6%) 
3 

(4.8%) 
6 

(9.5%) 
3 

(4.8%) 
63 

(21.4%) 

職業別 

其他 15 

(55.6%) 
2 

(7.4%) 
  

 
5 

(18.5%) 
5 

(18.5%) 
27 

(9.2%) 
Total  173 

(58.8%) 
50 

(17%) 
5 

(1.7%) 
13 

(4.4%) 
32 

(10.9%) 
21 

(7.1%) 
2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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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目 前 家 庭

狀 況 與 電

視 宗 教 頻

道 節 目 類

型 

以 台

灣 地 區 佛

教 信 眾 來

說，不同的

家庭狀況會收看不同的電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2＝32.209，自由度為 20，p<0.000）。根據

表 5-1.6可以發現不論佛教信眾的家庭狀況為何，仍以收看佛學講經的節目居多，佔全部作答

者的 58％（n＝178）。然而，也可以從表中發現有相當多的「未婚」和「已婚有小孩」的佛

教信眾，也喜歡觀賞「教育文化」與「新聞報導」類型的節目，佔了全部作答者的四分之一強

（n＝79，N＝306）。 

 

 

 

表 5-1.6 目前家庭狀況與電視宗教頻道節目類型 

平均一天花多少時間觀賞佛教頻道節目 

 一小時以下 一至三小時 三至五小時 五小時以上 從不看 Total 

軍公教 22 

(75.9%) 

3 

(10.3%) 

 1 

(3.4%) 

3 

(10.3%) 

29 

(9.7%) 

農林漁牧礦 9 

(69.2%) 

2 

(15.4%) 

 2 

(15.4%) 

 13 

(4.3%) 

商業 50 

(72.5%) 

15 

(21.7%) 

  4 

(5.8%) 

69 

(23.1%) 

自由業 28 

(66.7%) 

13 

(31%) 

 1 

(2.4%) 

 42 

(14%) 

學生 35 

(63.7%) 

8 

(14.5%) 

2 

(3.6%) 

1 

(1.8%) 

9 

(16.4%) 

55 

(18.4%) 

家管 28 

(44.4%) 

32 

(50.8%) 

2 

(3.2%) 

1 

(1.6%) 

 63 

(21%) 

職業別 

其他 18 

(64.3%) 

6 

(21.4%) 

 1 

(3.6%) 

3 

(10.7%) 

28 

(9.4%) 

Total  190 

(63.5%) 

79 

(26.4%) 

4 

(1.3%) 

7 

(2.3%) 

19 

(6.4%) 

2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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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不同生活型態面向的分析，可以發現多數使用媒體動機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

機強烈的佛教信眾輪廓為：年齡約 40歲以上，教育程度中下，多半從事傳統農林漁牧礦業產

業工作，家庭中多半已有子女，會分配較多時間參與佛教活動。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5-2.1 研究限制與缺失 

觀察台灣地區的有線電視發展史，發現電視宗教頻道在最近的十年間已快速興起，期間更

以佛教頻道發展最為迅速，在 1997至 1998年兩年間就成立了法界衛星、慈濟大愛、佛光衛視

等電視佛教頻道，顯現出佛教閱聽人對於佛教相關訊息的大量需求；然而，學術界了解台灣地

區宗教閱聽人的程度卻不如一般商業電視閱聽人。鑑於台灣地區宗教性媒體的閱聽人研究相當

貧乏，尤其是佛教、道教，或其他相關教派的傳播研究也付之闕如，其中原因包括台灣的電視

佛教頻道多在 1997至 1998年間成立，迄今不過五年的時間。故有關台灣電視佛教頻道的閱聽

人相關研究或是論述都很有限。研究中為了彌補此缺失，引用國外相關研究作為文獻基礎，但

由於國情、各種宗教教義與風土民情皆不盡相同，特別是本研究的抽測樣本完全是以佛教信眾

您最常收看佛教頻道中哪一類的節目 

 佛學講經節目 教育文化節目 綜藝節目 紀錄片 新聞報導節目 連續劇 Total 

未婚 55 

(44.7%) 

26 

(21.1%) 

3 

(2.4%) 

9 

(7.3%) 

14 

(11.3%) 

16 

(13%) 

123 

(40.2%) 

已婚無小孩 13 

(81.3%) 

2 

(12.5%) 

  1 

(6.3%) 

 16 

(5.2%) 

已婚有小孩 98 

(64.9%) 

21 

(13.9%) 

2 

(1.3%) 

6 

(4%) 

18 

(11.9%) 

6 

(4%) 

151 

(49.3%) 

分居 5 

(62.5%) 

2 

(25%) 

   1 

(12.5%) 

8 

(2.6%) 

目前 

家庭 

狀況 

離婚 7 

(87.5%) 

 1 

(12.5%) 

   8 

(2.6%) 

Total  178 

(58.2%) 

51 

(16.7%) 

6 

(2%) 

15 

(4.9%) 

33 

(10.8%) 

23 

(7.5%) 

30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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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因此部分問卷題目的設計考量與國外已知的測量工具會有所不同。例如在宗教儀式上，

皆必須依從研究考量，改為佛教相關活動，道場活動等等。此外，經過因素分析後，「媒體使

用與滿足」題組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與滿足」題組上，無法做出有效的因素分析，例如研

究中的「媒體使用動機題組」（資訊需求面向與休閒娛樂面向）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題組」（團體互動需求與心靈安定需求）分別分出兩個因素，但在「媒體使用滿足」題組與「社

會互動性媒體使用滿足」題組皆只分析出一個因素，與過去 Abelman於 1987年所作的研究相

比，在因素分析有相當大的差異，但是，當時的研究並未將動機部份劃分成「媒體使用動機」

與「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因此，也必須對題組劃分的方式上加以評估兩項研究的差異。 

本研究採用的是立意抽樣的問卷調查，為了尋找適合的樣本（台灣地區佛教信眾），將問

卷發放於佛教道場，但是問卷寄至道場中即失去控制，無法知悉確實的作答者，因此在職業別

的部份，學生出現的比例（18.2%）相較於其他職業別有偏高的趨勢，這可能是由於大專院校

參與佛教社團的學生至地方道場參與社團活動，以致於在道場中抽樣學生的比例偏高。而另外

一個原因，可能在於道場中的學生填寫問卷的意願高於一般民眾。此外，由於發放問卷的定點

都是以佛光山道場為主，因此連帶影響到問卷中佛教信眾所收看的宗教頻道別題組。例如，受

訪者 324人中，有 182人（56%）收看佛光衛視，87人（26.8%）偏好慈濟大愛，15人（4.6%）

觀賞法界衛星，而只有 8人（2.5%）收看佛教衛星，另外也有 11人是收看其他的佛教頻道。 

由於研究中未針對各電視佛教頻道的節目進行內容分析，無法確實呈現佛教頻道中的節目

差異，此外，也沒有與佛教信眾進行深入訪談，以深層了解佛教信眾收看電視佛教頻道的心靈

層面，造成本研究所呈現的只是佛教閱聽人的一個概約樣貌，期盼未來相關的研究能夠將佛教

閱聽人的輪廓描繪的越來越清楚。 

5-2.2 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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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發現在目前電視宗教頻道的節目，最多受訪者收看的節目類型是「佛學講經」節目

與「教育文化」節目，而主要收看族群的教育程度多為大學（專）或以上的學歷，且每天觀看

時間在 1個小時以下。由此觀之，電視台日後在製作節目類型時，應考慮以「佛學講經節目」

與「教育文化節目」為優先。由於佛教閱聽人在使用媒體的動機上仍屬於工具性動機，也就是

主動蒐集資訊者，佛教信眾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偏向「資訊需求」，至於「休閒娛樂」的

動機層面，佛教信眾較不重視。也就是說，電視台製作的節目無須如其他商業電台般過度考量

節目的娛樂效果。 

佛教信眾使用電視佛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以「心靈安定需求」層面最為強

烈，符合了「使用與滿足」理論，但是在動機最薄弱的「團體互動關係」面向上，也獲得了滿

足。因此，「團體互動關係」上的滿足，可能是佛教信眾在觀看的情境下，經過實質參與道場

活動，進而衍生出高度滿足的「團體互動關係」。佛教電視台可以與佛教團體活動合作，不僅

可以達到整合行銷，提升本身組織能見度與知名度的目的，更可以提高該電視台節目的收視率。  

就電視宗教頻道這樣的非營利組織而言，為了要獲得更多可運用的資源，不應像過去將目

標贊助者定位在一般上班族群且有固定收入的佛教信眾，研究中發現佛教信眾有年輕化的趨勢

（本次的調查中，佛教信眾 20歲以下有 36人，11.1%；21-30歲有 97人，29.8%；31-40歲有

59人，18.2%；41-50歲有 60人，18.5%；51歲以上有 69人，21.2%），因此，應嘗試與年輕

的佛教信眾多加接觸，例如︰建立宗教頻道網站，將節目內容部份的在網頁中呈現，讓使用新

媒體的閱聽眾有機會接觸到宗教頻道的內容，另外，也可以讓閱聽人了解佛教組織的宗旨、發

展情形與未來規劃，以增加此類非營利組織的利基。 

在本次的研究中發現，佛教信眾最常收看的節目類型為「佛學講經節目」（179人，55.1%）

與「教育文化節目」（51人，15.7%）。可是，在受訪信眾中卻只有 23人（7.1%）會收看以



 103 

播放「佛學講經節目」為主的法界衛星與佛教衛星頻道（請參閱附錄四與附錄五），是什麼樣

的因素造成這樣特殊的現象，除了因為樣本中以佛光道場的信眾居多數，還有一個可能原因乃

為節目呈現的風貌。例如不同的法師在主持講經說法節目，對於經文的詮釋方式、解說風格也

有所不同。佛教信眾有可能會對於這樣的不同形成偏好，選擇收看或不去拒絕收看某個特定法

師的講經說法節目。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宗教頻道節目未若西方的宗教節目，在節目進行的中間或是結

尾時，透過感性的訴求或是直接將捐款帳號顯示在螢光幕上，對電視觀眾進行勸募。為何台灣

地區的電視佛教頻道同樣也是非營利組織，也需要募集款項以維持營運，但卻不藉由公開募款

的方式進行勸募。對於這點，有必要針對宗教電視頻道業者進行深入的訪談瞭解。 

雖然引用「使用與滿足」理論所進行的學術研究非常多，但是針對台灣地區的宗教閱聽人

研究並不多，因此未來相關研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研究的主題可包括比較不同宗教信仰閱聽

人的收視行為，例如︰佛教信眾的媒體使用情形與基督教信眾有什麼差別？所偏愛的媒體為

何？該媒體與其日常生活的關係如何？ 

或是對宗教閱聽人的媒體使用行為與利他行為間的關連性進行了解︰例如對於宗教閱聽

人的捐款行為、參與慈善活動、從事義工工作與宗教閱聽人在使用宗教媒體之間交互關係。以

及信眾人際傳播與收視行為對宗教組織的影響性研究︰例如宗教組織內是如何進行宗教信仰

傳播與組織內部向心力傳播⋯等等。 

上述的研究方向不論是從實務或是學術的角度來看，皆可豐富台灣本土宗教閱聽人的研

究，並對於宗教閱聽人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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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問您常從何處獲得有關佛教方面的訊息？（可選擇多個答案） 
□ 電視  □報紙  □雜誌  □網路  □道場 □家庭（家人）□其他 

2您最常收看的佛教頻道是？（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 佛光衛視     □慈濟大愛     □法界衛星   □佛教衛星   
□其他（       ） 
□ 從未收看任何佛教頻道 

3根據第 2題的答案，平均一天您花多少時間觀賞上述任一佛教頻道的節目？ 
□ 一小時以下    □一至三小時 
□三至五小時    □五小時以上     
□從不看（選擇“從不看”者，請跳答第 6題） 

4您最常收看佛教頻道中的哪一類節目？（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 佛學、講道節目        □教育文化節目        □綜藝節目   
□紀錄片                □新聞報導節目        □連續劇 

5根據第 4題的答案，過去七天以來您收看該類型節目的時間總共為？ 
□ 3小時以上  □2-3小時   
□ 1-2小時    □30分鐘-1小時  □30分鐘以下 

6過去一個月內，您參加各地方道場的活動次數為？ 
□ 一個月 5次以上           □一個月 3-5次 
□一個月 1-3次              □一個月 1次  
□從未參加（選擇“從未參加”者，請跳答第 9題） 

7您參加道場活動的動機？ 
□ 為了佛教信仰  □為了跟朋友同好聚會 □為了幫助其他人   
□為了休閒活動   □其他（          ） 

8您最常參加的道場活動是？（可選擇多個答案） 
□ 法會  □佛學講座  □才藝教學  □共修會  □其他（          ） 

9您認為佛教在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  
□ 佛教活動是精神上的支柱  □佛教活動是一種閒暇時參加的休閒活動   
□ 佛教活動是一種不可缺少的人際互動   
□其他（           ） 

10一天當中，您分配在佛教活動中的時間約為？  
□1小時以下  □ 1∼3小時  □3∼5小時  □5小時以上 

親愛的朋友您好：  

這是一份調查電視媒體使用動機與生活型態的學術性問卷，唯有您的幫助，本研究才

能夠完成，因此，衷心期盼您能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問卷採不記名的方式，所得資料僅供

學術研究之用，請放心填寫。 

您的意見是本論文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填寫本問卷，非常感謝

您熱心的支持。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私立南華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  

指導老師：左宗宏  博士     研究生：畢   盈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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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您如何表現對佛教團體的支持或對佛教的信仰？（可勾選多個答案） 
□ 參加佛教團體所舉辦的慈善公益活動  □捐款贊助  □收看佛教頻道  □加入該佛教
團體       □加入該佛教團體並成為活動幹部  
□購買或訂閱該佛教團體的相關產品 

12請問您是否參加過佛教團體所舉行的公益慈善活動（例如：幫助天然災害地區民眾，訪問
孤兒院或是教養院等等）？ 
□ 一年 10次以上  □一年 5-9次  □一年 1-5次  □從未參加 

13請問您是否為地方道場或是佛教團體義（志）工？ 
□是  □否（選擇“否”者，請跳答第 15題） 

14若您為義（志）工，請問您每個月工作的時間約為？ 
□ 一個月 7天以上  □一個月 3-6天 □一個月 1-3天  □不一定 

15若您曾從事捐款贊助的行為，您平均一年的捐款數額約為？ 
□ 一千二百元以下          □一千二百元至二千四百元之間 
□ 二千四百元至六千元之間  □六千元至一萬兩千元之間 
□ 一萬兩千元以上 

非 有 
常 點  無  有  非 
不 不  法  點  常  
重 重  確  重  重  
要 要  定  要  要 

16 看佛教頻道可以讓我很快知道該佛教團體的消息     □  □  □  □  □ 
17 我可以在生活作息的空檔觀賞我愛看的佛教節目     □  □  □  □  □ 
18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更加了解佛教文化       □  □  □  □  □                   
19 我在沒有其他事情可做的時候會觀賞佛教頻道       □  □  □  □  □         
20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從不同角度的看待事情   □  □  □  □  □ 
21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因為它適合我們全家觀看       □  □  □  □  □ 
22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產生休閒娛樂的感受         □  □  □  □  □ 
23 看佛教頻道可以提供自己想要觀賞的節目           □  □  □  □  □ 
24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忘記煩惱               □  □  □  □  □      
25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只是想要比較它跟其他頻道節目的內容有何不同                         

□  □  □  □  □ 
26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因為它不會穿插廣告            □  □  □  □  □ 
27 我喜歡佛教頻道節目的表現形式與風格             □  □  □  □  □ 
28 對我而言，將我所感興趣的佛教頻道節目從頭到尾看完是很重要的 

□  □  □  □  □ 
29 欣賞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能夠積極的面對生命       □  □  □  □  □ 
30 收看佛教頻道的節目是希望得到心靈的平靜         □  □  □  □  □ 
31 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豐富的宗教儀式氣氛         □  □  □  □  □ 
32 收看佛教頻道是因為我支持該宗教團體             □  □  □  □  □ 
33 收看佛教頻道比到地方道場參加活動方便           □  □  □  □  □ 
34 身為該佛教團體的一份子，所以收看該佛教頻 道     □  □  □  □  □ 
35 由於工作上的需要而收看佛教頻道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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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有 
常 點  無  有 非 
不 不  法  點 常 
重 重  確  重 重  
要 要  定  要 要 

36 收看佛教頻道的原因是讓自己與佛教團體互動良好   □  □  □  □  □ 
37 因為參加了佛教活動而想要收看佛教頻道           □  □  □  □  □ 
38 家人收看佛教頻道所以跟著一起觀賞佛教頻道       □  □  □  □  □ 
39 佛教頻道的節目內容可作為家人、朋友間的討論話題  □  □  □  □  □ 

非 有 
常 點 無 有 非 
不 不 法 點 常 
滿 滿 確 滿 滿 
意 意 定 意 意 

40 看佛教頻道可以滿足我獲知該佛教團體訊息的需求   □  □  □  □  □ 
41 我喜歡的佛教頻道節目可以完全配合我工作休息的時間      

□ □ □ □ □ 
42 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對佛教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  □  □  □  □ 
43 佛教頻道的節目增加了我對人生中各種事情許多不同的看法  

□ □ □ □ □ 
44 佛教頻道的節目適合我們全家觀看                 □  □  □  □  □ 
45 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了休閒娛樂的效果             □  □  □  □  □ 
46 佛教頻道播出了自己想要欣賞的節目               □  □  □  □  □ 
47 看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忘記煩腦的事情             □  □  □  □  □      
48 佛教頻道的節目滿足了我對佛教的好奇心           □  □  □  □  □ 
49 佛教頻道的節目不穿插廣告的特點讓我感到滿意     □  □  □  □  □ 
50 佛教頻道滿足了我對電視節目風格的要求           □  □  □  □  □ 
51 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生命中的挫折 

□ □ □ □ □ 
52 收看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的心靈得到平靜           □  □  □  □  □ 
53 收看佛教頻道可以取代親身參與地方道場的活動     □  □  □  □  □ 
54 佛教頻道的節目讓我感受到豐富的佛教儀式氣氛     □  □  □  □  □ 
55 收看佛教頻道可以增加我對於所參加的佛教團體的向心力  

□ □ □ □ □ 
56 收看佛教頻道加強了我支持該佛教團體的態度       □  □  □  □  □ 
57 收看佛教頻道讓我能融入工作場合的情境中         □  □  □  □  □ 
58 收看佛教頻道使我在佛教團體中與其他人互動良好   □  □  □  □  □ 
59 收看佛教頻道讓我輕易的融入佛教活動中           □  □  □  □  □ 
60 可以了解家人收看佛教頻道的想法                 □  □  □  □  □ 
61 佛教頻道節目內容讓我跟家人、朋友間有了可以討論的話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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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有 通 常 總 
不 時 常 常 是 

62 我常常計畫著一天的作息以免錯過我所喜愛的佛教頻道節目  
 □ □ □ □ □ 

63 我常常確認時間以免錯過我喜愛的佛教頻道節目                    □ □ □ □ □ 
64 我常常一邊看佛教頻道一邊做著其他的事                    □ □ □ □ □ 

65 我觀賞佛教頻道的時候會跟家人討論佛教頻道中的節目內容    
□ □ □ □ □ 

66 我觀賞佛教頻道的同時會跟家人討論其他與節目內容無關的事情       
□ □ □ □ □ 

67 看完佛教頻道的節目後，我會仔細回想看過的節目內容  
□ □ □ □ □ 

68 我常會跟別人討論佛教頻道節目的內容                      □ □ □ □ □ 
69 我是為了知道生活周遭的議題而去觀看佛教頻道              □ □ □ □ □ 

70 看過佛教頻道後，對於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我不再感到意外 
□ □ □ □ □ 

71 因為我相信佛教頻道所提供的訊息，所以我觀賞佛教頻道             □ □ □ □ □ 
72 我會看佛教頻道是因為我想知道我所參與的佛教團體做了什麼事 

□ □ □ □ □ 
73 佛教頻道節目可以讓我知道所參與的佛教團體目前發展的情形   

□ □ □ □ □ 
74 性別： □男   □女 
75 年齡：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歲以上 
76 教育程度：□國中或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 
77 職業別：□軍公教  □農林漁牧礦業  □商業  □自由業  □學生   

□家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8 您目前的每月薪資（含稅）為： 
□一萬以下    □一萬至二萬    □二萬至三萬    □三萬至四萬  
□四萬至五萬  □五萬至六萬    □六萬至七萬    □七萬以上 

79 個人每月可支用所得（以實際所得或可支用金額）： 
□一萬以下    □一萬至二萬    □二萬至三萬    □三萬至四萬   
□四萬至五萬  □五萬至六萬    □六萬至七萬    □七萬以上 

80 請問您目前的家庭狀況：  
□ 未婚  □已婚無小孩  □已婚有小孩 □分居 □ 離婚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撥冗填寫！謝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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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佛光衛星電視台一週節目表 

（2002︰6/24∼6/30） 

 
 
 
 
 
 
 
 
 



 119 

2002/06/24（星期一）          2002/06/25（星期二） 

時間  節目名稱  時間  節目名稱  

00:30 ~ 01:00  梵音清流-早課-第 1集  00:30 ~ 01:00  梵音清流-早課-第 2集  

01:00 ~ 02:00  觀無量壽經-第 9集  01:00 ~ 01:45  迷悟之間-第 184集  

02:00 ~ 03:00  讀一流書-第 21集  01:45 ~ 02: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3:00 ~ 04:00  歡喜生活家-第 24集  02:00 ~ 02:3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4:00 ~ 05:00  袈裟傳奇-第 27集(重撥)  02:30 ~ 03:00  禪話禪畫-第 67集  

05:00 ~ 06:00  星雲大師佛經講座-第 6集  03:00 ~ 03:30  星雲法語-第 426集  

06:00 ~ 06:05  小沙彌看世界-第 1集  03:30 ~ 04:00  錦繡中華-第 3集(重撥)  

06:05 ~ 06:30  梵音清流-早課-第 1集  04:00 ~ 05:00  人間行者-第 307集(重撥)  

06:30 ~ 07:00  我愛 ABC-第 128集  05:00 ~ 05:45  愛上素食-第 145集  

07:00 ~ 08:00  電視佛學院-第 117集  05:45 ~ 06:00 帝王之旅-第 5集  

08:00 ~ 08:05  星雲法語-第 447集  06:00 ~ 06:30 迷悟之間-第 184集  

08:05 ~ 08:30  佛光新聞深度報導-第 30集  06:30 ~ 07: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8:30 ~ 09:00  梵音清流-晚課-第 1集  07:00 ~ 08:00 梵音清流-早課-第 2集  

09:00 ~ 09:30  愛上素食-第 140集  08:00 ~ 08:05 我愛 ABC-第 107集  

09:30 ~ 10:00  玫瑰綻放-第 215集  08:05 ~ 08:30 電視佛學院-第 109集  

10:00 ~ 10:30 禪話禪畫-第 34集  08:30 ~ 09:00 星雲法語-第 426集  

10:30 ~ 11:00 星雲法語-第 447集  09:00 ~ 09:30 佛光新聞-第 654集  

11:00 ~ 11:30 我愛 ABC-第 128集  09:30 ~ 10:00 梵音清流-晚課-第 3集  

11:30 ~ 12:00 人間行者-第 326集 10:00 ~ 10:30 愛上素食-第 121集  

10:30 ~ 11:3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11:30 ~ 12:00 禪話禪畫-第 2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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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6/26（星期三）         2002/06/27（星期四） 

時間  節目名稱  時間  節目名稱  

00:30 ~ 01:00  梵音清流-早課-第 2集  00:30 ~ 01:00 梵音清流-早課-第 2集  

01:00 ~ 01:45  迷悟之間-第 184集  01:00 ~ 01:45 迷悟之間-第 184集  

01:45 ~ 02: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1:45 ~ 02: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2:00 ~ 02:30  星雲法語-第 426集  02:00 ~ 02:30 禪話禪畫-第 67集  

02:30 ~ 03:00  禪話禪畫-第 67集  02:30 ~ 03: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3:00 ~ 03:3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3:00 ~ 03:30 星雲法語-第 426集  

03:30 ~ 04:00 錦繡中華-第 3集(重撥)  03:30 ~ 04:00 錦繡中華-第 3集(重撥)  

04:00 ~ 05:00 人間行者-第 307集(重撥)  04:00 ~ 05:00 人間行者-第 307集(重撥)  

05:00 ~ 05:45 愛上素食-第 145集  05:00 ~ 05:45 愛上素食-第 145集  

05:45 ~ 06:00 帝王之旅-第 5集  05:45 ~ 06:00 帝王之旅-第 5集  

06:00 ~ 06:30 迷悟之間-第 184集  06:00 ~ 06:30 迷悟之間-第 184集  

06:30 ~ 07: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6:30 ~ 07: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7:00 ~ 08:00 梵音清流-早課-第 2集  07:00 ~ 08:00 梵音清流-早課-第 2集  

08:00 ~ 08:05 我愛 ABC-第 107集  08:00 ~ 08:05 我愛 ABC-第 107集  

08:05 ~ 08:30 電視佛學院-第 109集  08:05 ~ 08:30 電視佛學院-第 109集  

08:30 ~ 09:00 星雲法語-第 426集  08:30 ~ 09:00 星雲法語-第 426集  

09:00 ~ 09:30 佛光新聞-第 654集  09:00 ~ 09:30 佛光新聞-第 654集  

09:30 ~ 10:00 梵音清流-晚課-第 3集  09:30 ~ 10:00 梵音清流-晚課-第 3集  

10:00 ~ 10:30 愛上素食-第 121集  10:00 ~ 10:30 愛上素食-第 121集  

10:30 ~ 11: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10:30 ~ 11: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11:00 ~ 11:30  禪話禪畫-第 22集  11:00 ~ 11:30 禪話禪畫-第 2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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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6/28（星期五） 

時間  節目名稱  

00:30 ~ 01:00  梵音清流-早課-第 2集  

01:00 ~ 01:45  迷悟之間-第 184集  

01:45 ~ 02: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2:00 ~ 02:30  星雲法語-第 426集  

02:00 ~ 02:30  禪話禪畫-第 67集  

02:00 ~ 02:3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2:30 ~ 03:00  錦繡中華-第 3集 (重撥)  

03:00 ~ 03:30  人間行者-第 307集 (重撥)  

03:30 ~ 04:00  愛上素食-第 145集  

04:00 ~ 05:00  帝王之旅-第 5集  

05:00 ~ 05:45  迷悟之間-第 184集  

05:45 ~ 06: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6:00 ~ 06:30  梵音清流-早課-第 2集  

06:30 ~ 07:00  我愛 ABC-第 107集  

07:00 ~ 08:00  電視佛學院-第 109集  

08:00 ~ 08:05  星雲法語-第 426集  

08:05 ~ 08:30  佛光新聞-第 654集  

08:30 ~ 09:00  梵音清流-晚課-第 3集  

09:00 ~ 09:30  愛上素食-第 121集  

09:30 ~ 10:00  玫瑰綻放-第 196集  

09:30 ~ 10:00  禪話禪畫-第 2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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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6/29（星期六）         2002/06/30（星期日） 

時間  節目名稱  時間  節目名稱  

00:30 ~ 01:00  梵音清流-早課-第 6集  00:30 ~ 01:00  梵音清流-早課-第 7集  

01:00 ~ 01:45  迷悟之間-第 183集  01:00 ~ 02:00  韓國名剎之旅-第 4集(重撥)  

01:45 ~ 02:00  玫瑰綻放-第 195集  02:00 ~ 03:00  讀一流書-第 16集  

02:00 ~ 02:05  星雲法語-第 425集  03:00 ~ 04:00  觀無量壽經-第 5集(重撥)  

02:05 ~ 02:30  福爾摩莎之愛-第 8集  04:00 ~ 04:30  永遠的部落-第 18集  

02:30 ~ 03:00  寺院巡禮-第 43集(重撥)  04:30 ~ 05:00  行腳僧遊記-第 10集(重撥)  

03:00 ~ 03:30  人間行者-第 306集(重撥)  05:00 ~ 06:00  星雲大師佛經講座-第 1集(重撥)  

03:30 ~ 04:00  愛上素食-第 120集  06:00 ~ 06:30  梵音清流-早課-第 7集  

04:00 ~ 05:00  帝王之旅-第 4集  06:30 ~ 07:00  行腳僧遊記-第 10集(重撥)  

05:00 ~ 05:45  迷悟之間-第 183集  07:00 ~ 08:00  人間福報佛學院-第 90集  

05:45 ~ 06:00  玫瑰綻放-第 195集  08:00 ~ 08:30  寶貝家庭妙事多-第 52集  

06:00 ~ 06:30  梵音清流-晚課-第 6集  08:30 ~ 09:00  梵音清流-晚課-第 7集  

06:30 ~ 07:00  與心靈對唱-第 12集  09:00 ~ 10:00  星雲大師佛經講座-第 2集  

07:00 ~ 08:00  人間福報佛學院-第 89集  10:00 ~ 10:30  佛光新聞深度報導-第 652集  

08:00 ~ 08:30  寶貝家庭妙事多-第 51集  10:30 ~ 11:00  與心靈對唱-第 12集  

08:30 ~ 09:00  梵音清流-晚課-第 6集  11:00 ~ 12:00  讀一流書-第 17集  

09:00 ~ 10:00  觀無量壽經-第 5集  12:00 ~ 13:00  人間福報佛學院-第 90集(重撥)  

10:00 ~ 11:00  袈裟傳奇-第 22集  13:00 ~ 14:00  星雲大師佛經講座-第 2集  

11:00 ~ 12:00  尚未選擇電視節目 14:00 ~ 15:00  海濤法師弘法行-第 236集  

12:00 ~ 13:00  人間福報佛學院-第 89集(重撥)  15:00 ~ 16:00  韓國名剎之旅-第 4集(重撥)  

13:00 ~ 14:00  星雲大師佛經講座-第 1集(重撥)  16:00 ~ 16:30  永遠的部落-第 18集(重撥)  

14:00 ~ 15:00  海濤法師弘法行-第 235集  16:30 ~ 17:00  梵音清流-晚課-第 7集  

15:00 ~ 16:00  袈裟傳奇-第 22集(重撥)  17:00 ~ 18:00  觀無量壽經-第 5集(重撥)  

16:00 ~ 16:30  與心靈對唱-第 12集  18:00 ~ 19:00  歡喜生活家-第 20集  

16:30 ~ 17:00  梵音清流-晚課-第 6集  19:00 ~ 20:00  人間福報佛學院-第 90集(重撥)  

17:00 ~ 17:30  行腳僧遊記-第 10集  20:00 ~ 21:00  菩提心語-第 13集  

17:30 ~ 18:30  韓國名剎之旅-第 4集  21:00 ~ 22:00  讀一流書-第 17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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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 19:00  佛光新聞深度報導-第 652集  22:00 ~ 23:00  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院-第 42集  

19:00 ~ 20:00  人間福報佛學院-第 89集(重撥)  23:00 ~ 23:30  與心靈對唱-第 12集  

20:00 ~ 21:00  歡喜生活家-第 20集  23:30 ~ 00:30  人間福報佛學院-第 90集(重撥)  

21:00 ~ 22:00  讀一流書-第 16集  

22:00 ~ 23:00  台灣空中文化藝術學院-第 41集  

23:00 ~ 23:30  佛光新聞深度報導-第 625集  

23:30 ~ 24:30  人間福報佛學院-第 89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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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慈濟大愛電視台一週節目表 

（6/2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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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6/24（星期一）       

時間 節目名稱 時間 節目名稱 

0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9集 11:30 殷瑗小聚  

00:15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2集 12:00 新聞午報  

01:00 大愛會客室  12:30 草根菩提  

01:15 大愛 Call-in  13: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2集 

01:30 醫療拓荒者  14:00 大愛會客室  

01:55 大愛卡通  14:30 細說慈濟  

02:00 菩提心要  15:00 殷瑗小聚  

02:45 大愛全球新聞-夜報  15:30 大愛小記者  

03:15 大愛週日才藝班  15:45 大愛醫生館  

03:45 大愛週日會客室  16:00 精選劇場「回家」第 1集  

04:15 週日素食派  16:30 現代新素派  

04:30 法華經序  17:00 大愛手語學校  

04:45 菩提種子  17:15 草根菩提  

05:00 法華經序  17:30 靜思晨語  

05:30 靜思晨語  18:00 大愛卡通  

06:00 草根菩提  18:15 大愛小記者  

06:15 大愛小記者  18:30 黃昏劇場「我的母親」第 23集  

06:30 新聞早報  19:00 新聞晚報  

07:00 早安慈濟人  19:45 人間菩提  

07:45 人間菩提  2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3集 

08:00 靜思晨語  21:00 大愛 CALL IN  

08:30 大愛手語學校  21:30 細說慈濟  

08:45 公益百分百  22:00 新聞夜報  

09:00 健康有約  22:30 殷瑗小聚  

09:30 大愛醫生館  23:00 大愛醫生館  

09:45 人間菩提  23:15 草根菩提  

1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2集 23:30 健康有約  

11:00 細說慈濟  23:45 人間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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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6/25（星期二） 

時間 節目名稱 時間 節目名稱 

0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3集 15:00 殷瑗小聚  

01:00 新聞夜報  15:30 大愛小記者  

01:30 靜思晨語  15:45 大愛醫生館  

02:00 細說慈濟  16:00 精選劇場「回家」第 2集  

02:45 人間菩提  16:30 現代新素派  

03: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3集 17:00 大愛手語學校  

04:00 殷瑗小聚  17:15 草根菩提  

04:30 法華經序  17:30 靜思晨語  

05:30 靜思晨語  18:00 大愛卡通  

06:00 草根菩提  18:15 大愛小記者  

06:15 大愛小記者  18:30 黃昏劇場「我的母親」第 24集  

06:30 新聞早報  19:00 新聞晚報  

07:00 早安慈濟人  19:45 人間菩提  

07:45 人間菩提  2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4集 

08:00 靜思晨語  21:00 大愛 CALL IN  

08:30 大愛手語學校  21:30 細說慈濟  

08:45 公益百分百  22:00 新聞夜報  

09:00 健康有約  22:30 殷瑗小聚  

09:30 大愛醫生館  23:00 大愛醫生館  

09:45 人間菩提  23:15 草根菩提  

1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3集 23:30 健康有約  

11:00 細說慈濟  23:45 人間菩提  

11:30 殷瑗小聚  

12:00 新聞午報  

12:30 草根菩提  

13: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3集 

14:00 大愛會客室  

14:30 細說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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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6/26（星期三）       

時間 節目名稱 15:00 殷瑗小聚  

0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4集 15:30 大愛小記者  

01:00 新聞夜報  15:45 大愛醫生館  

01:30 靜思晨語  16:00 精選劇場「回家」第 3集  

02:00 細說慈濟  16:30 現代新素派  

02:45 人間菩提  17:00 大愛手語學校  

03: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4集 17:15 草根菩提  

04:00 殷瑗小聚  17:30 靜思晨語  

04:30 法華經序  18:00 大愛卡通  

05:30 靜思晨語  18:15 大愛小記者  

06:00 草根菩提  18:30 黃昏劇場「我的母親」第 25集  

06:15 大愛小記者  19:00 新聞晚報  

06:30 新聞早報  19:45 人間菩提  

07:00 早安慈濟人  2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5集 

07:45 人間菩提  21:00 大愛 CALL IN  

08:00 靜思晨語  21:30 細說慈濟  

08:30 大愛手語學校  22:00 新聞夜報  

08:45 公益百分百  22:30 殷瑗小聚  

09:00 健康有約  23:00 大愛醫生館  

09:30 大愛醫生館  23:15 草根菩提  

09:45 人間菩提  23:30 健康有約  

1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4集 23:45 人間菩提  

11:00 細說慈濟  

11:30 殷瑗小聚  

12:00 新聞午報  

12:30 草根菩提  

13: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4集 

14:00 大愛會客室  

14:30 細說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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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6/27（星期四） 

時間 節目名稱 時間 節目名稱 

0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5集 15:00 殷瑗小聚  

01:00 新聞夜報  15:30 大愛小記者  

01:30 靜思晨語  15:45 大愛醫生館  

02:00 細說慈濟  16:00 精選劇場「回家」第 4集  

02:45 人間菩提  16:30 現代新素派  

03: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5集 17:00 大愛手語學校  

04:00 殷瑗小聚  17:15 草根菩提  

04:30 法華經序  17:30 靜思晨語  

05:30 靜思晨語  18:00 大愛卡通  

06:00 草根菩提  18:15 大愛小記者  

06:15 大愛小記者  18:30 黃昏劇場「我的母親」第 26集  

06:30 新聞早報  19:00 新聞晚報  

07:00 早安慈濟人  19:45 人間菩提  

07:45 人間菩提  2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6集 

08:00 靜思晨語  21:00 大愛 CALL IN  

08:30 大愛手語學校  21:30 細說慈濟  

08:45 公益百分百  22:00 新聞夜報  

09:00 健康有約  22:30 殷瑗小聚  

09:30 大愛醫生館  23:00 大愛醫生館  

09:45 人間菩提  23:15 草根菩提  

1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5集 23:30 健康有約  

11:00 細說慈濟  23:45 人間菩提  

11:30 殷瑗小聚  

12:00 新聞午報  

12:30 草根菩提  

13: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5集 

14:00 大愛會客室  

14:30 細說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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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6/28（星期五）      

時間 節目名稱 時間 節目名稱 

0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6集 15:00 殷瑗小聚  

01:00 新聞夜報  15:30 大愛小記者  

01:30 靜思晨語  15:45 大愛醫生館  

02:00 細說慈濟  16:00 精選劇場「回家」第 5集  

02:45 人間菩提  16:30 現代新素派  

03: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6集 17:00 大愛手語學校  

04:00 殷瑗小聚  17:15 草根菩提  

04:30 法華經序  17:30 靜思晨語  

05:30 靜思晨語  18:00 大愛卡通  

06:00 草根菩提  18:15 大愛小記者  

06:15 大愛小記者  18:30 黃昏劇場「我的母親」第 27集  

06:30 新聞早報  19:00 新聞晚報  

07:00 早安慈濟人  19:45 人間菩提  

07:45 人間菩提  2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7集 

08:00 靜思晨語  21:00 大愛 CALL IN  

08:30 大愛手語學校  21:30 細說慈濟  

08:45 公益百分百  22:00 新聞夜報  

09:00 健康有約  22:30 殷瑗小聚  

09:30 大愛醫生館  23:00 大愛醫生館  

09:45 人間菩提  23:15 草根菩提  

1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6集 23:30 健康有約  

11:00 細說慈濟  23:45 人間菩提  

11:30 殷瑗小聚  

12:00 新聞午報  

12:30 草根菩提  

13: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6集 

14:00 大愛會客室  

14:30 細說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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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6/29（星期六） 

時間 節目名稱 時間 節目名稱 

0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7集 15:30 週末劇場  

01:00 新聞夜報  15:45 「心蓮」[上] 

01:30 靜思晨語  17:30 菩提心要  

02:00 細說慈濟  18:00 大愛週末卡通  

02:45 人間菩提  18:30 大愛鹹酸甜  

03: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7集 19:00 新聞晚報  

04:00 殷瑗小聚  19:45 人間菩提  

04:30 法華經序  2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8集 

05:30 菩提心要  21:00 大愛 CALL IN  

06:00 大愛新聞雜誌  21:30 當代作家映象  

06:30 新聞早報  22:00 大愛新聞雜誌  

07:00 大愛鹹酸甜  22:30 菩提心要  

07:30 大愛手語學校  23:00 菩提種子  

07:45 人間菩提  23:30 大愛手語學校  

08:00 大地與人的對話  23:45 人間菩提  

08:30 菩提種子  

09:00 溫馨醫病情  

09:45 人間菩提  

10: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7集 

11:00 週末素食派  

11:30 大愛新聞雜誌  

12:00 新聞午報  

12:30 大愛手語學校  

12:45 人間菩提  

13:00 大愛劇場-「美麗人生」第 7集 

14:00 大愛會客室  

14:30 大地與人的對話  

15:00 菩提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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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6/30（星期日） 

時間 節目名稱 時間 節目名稱 

0500 靜思早課法華經序 1615 大地與人的對話 

0600 志為人醫 1630 現代新素派 

0615 寰宇慈濟情 1700 大愛全球新聞 

0630 大愛全球新聞 1730 寰宇慈濟情 

0700 人間菩提 1745 天地作客 

0715 志工筆記 1800 人間劇場-日出 

0730 心靈園丁 1900 大愛全球新聞 

0745 菩提種子 1945 人間菩提 

0800 大愛全球新聞(重播) 2000 大愛劇場-阿娥的命運 

0830 寰宇慈濟情 2100 大愛 CALL IN(LIVE) 

0845 大地與人的對話 2145 大愛最健康(LIVE) 

0900 大愛最健康(重播) 2230 大愛全球新聞 

0945 天地作客 2300 人間菩提 

1000 大愛全球新聞 2315 菩提種子 

1030 大愛劇場-阿娥的命運 2330 殷瑗小聚 

1130 大愛 CALL IN(重播) 0000 志為人醫 

1215 人間菩提 0015 慈濟與您健康有約 

1230 大愛全球新聞 0030 心靈園丁 

1300 人間劇場-日出 0045 志工筆記 

1400 殷瑗小聚 0100 大愛劇場-阿娥的命運 

1430 志工筆記 0200 大愛 CALL IN(重播) 

1445 志為人醫 0245 大愛最健康(重播) 

1500 大愛全球新聞 0330 大愛全球新聞(重播) 

1530 心靈園丁 0400 人間菩提 

1545 慈濟與您健康有約 0415 菩提種子 

1600 菩提種子 0430 殷瑗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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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法界衛星電視台一週節目表 

（6/2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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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佛教

衛星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05:00~05:30 法界新聞（報導國內的佛教動態、全省寺院特色、公益團體的慈善事蹟… 等等） 

05:30~06:20 福嚴佛學院早課(大悲咒、十小咒、心經、迴向偈、讚佛偈… … .等等) 

06:20~06:30 晨間運動（有益健康的暖身、調息運動） 

06:30~07:30 
空中佛學院（以有次第的教學方式，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將佛法呈現給觀眾） 

 
淨心 

長老 

楞嚴經 

慧理 

法師 

成佛 

之道 

會寬 

法師 

佛遺 

教三經 

昭慧 

法師 

佛教 

倫理學 

淨耀 

法師  

佛法概要 

若勍 

法師 

迴響集 

佛學講座 

07:30~08:00 白雲長老 智旭法師 花藝欣賞 

08:00~09:00 常照法師 

09:00~10:00 妙元法師- 〈關懷心 社會情〉 
白雲 

長老 
白雲長老 

10:00~10:30 地清法師 
覺光 

法師 

10:30~11:00 敬定法師-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佛畫 

教學 

弘法萬里行 

11:00~11:30 如本法師 

11:30~12:00 法界新聞（報導國內的佛教動態、全省寺院特色、公益團體..等等） 

法界 

法語 
常覺法師 

12:00~13:00 淨空法師 

13:00~13:30 慈心法師- 〈佛學講座〉 

傳道 

法師 
淨空法師 

13:30~14:00 涂金泉老師- 〈全真氣功〉 法界法語 

佛教 

故事 

能學法師 

法音 14:00~15:00 
大願 

法師 

鄭振煌 

教授 

大願 

法師 

鄭振煌 

教授 

大願 

法師 
佛畫教學 

15:00~15:30 

15:30~16:00 
地清法師 

慧興 

法師 

 

鑑因法師  

花開見佛 

花藝欣賞 
16:00~17:00 徹聖上師 

弘法 

萬里行 佛畫教學 

17:00~18:00 晚課迴向文  

18:00~18:30 法界新聞 (報導國內的佛教動態、全省寺院特色、公益團體… ..等等) 

18:30~19:00 慧律法師 傳道法師 

19:30~20:00 如本法師 

20:00~20:30 
如本法師 

20:30~21:00 敬定法師 
常照法師圓覺經 

21:00~21:30 
花藝 

欣賞  

21:30~22:00 

常照法師 
地皎 

法師  

弘法萬里行 

22:00~23:00 
海雲 

法師 

大願 

法師 

海雲 

法師 

大願 

法師 

海雲 

法師 

大願 

法師 
海雲法師 

空中佛學院（以有次第的教學方式，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將佛法呈現給觀眾） 

23:00~24:00 
淨心 

長老 

慧理 

法師 

成佛 

會寬 

法師 

佛遺教

昭慧 

法師 

佛教 

淨耀法師  

佛法概要 

若勍 

法師 佛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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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一週節目表 

（6/2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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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04:00-05:00 早課 

05:00-06:00 
南海 

觀世音 
五會念佛 

南海 

觀世音 
五會念佛 

南海 

觀世音 
五會念佛 

南海 

觀世音 

06:00-06:30 法華經－心田法師 

06:30-07:00 四十二章經－淨心長老 
阿彌陀佛 

聖號 
藥師弘誓 

07:00-07:30 蓮池海會－地清法師 能學淺說－能學法師 

07:30-08:00 
清涼法語 

曦比丘 海天法師 智海法師 蔣揚仁欽喇嘛 地觀法師 修懿法師--------等 

阿彌陀佛 

聖號 
藥師弘誓 

08:00-09:00 海濤法師弘法行－海濤法師 

09:00~10:00 
5/30淨土與禪— 宏印法師? 6/17佛學次第講座－
日常法師 

6/1、6/29蔣揚仁欽學校弘法 

6/8 西藏的心－阿姜查 

6/15佛陀的一生(卡通) 

10:00-10:30 海濤法語－海濤法師 

10:30-11:00 心靈法雨－圓本法師 

11:00-11:30 佛學講座－志心法師 

11:30-12:00 寒山法雨 素食之美 寒山法雨 素食之美 寒山法雨 素食之美 寒山法雨 

12:00-12:30 
清涼法語 

曦比丘 海天法師 智海法師 蔣揚仁欽喇嘛 地觀法師 修懿法師--------等 

百味香 

照惠法師 
12:30-13:00 法華經－心田法師 

藥師弘誓 
13:00-14:00 大方廣佛華嚴經－淨空法師 

佛教故事 

14:00~15:00 
6/3三輩往生－法藏法師? 6/14唯識三十頌－寬謙

法師 

6/1、6/29蔣揚仁欽學校弘法 

6/8 西藏的心－阿姜查 

6/15佛陀的一生(卡通) 

15:00-16:00 海濤法師巡迴講座---海濤法師 
16:00-17:00                                        晚課             
17:00-18:00 花開見佛--鑑因法師 大法鼓— 聖嚴法師 

18:00-18:30 海濤之音— 海濤法師 

18:30-19:00 法華經－心田法師 

19:00-19:30 佛學講座－志心法師 

19:30-20:00  菩提心語－淨耀法師 能學淺說－能學法師 

20:00-21:00 海濤法師弘法講座— 海濤法師 
監獄弘法行 

海濤法師 

21:00-22:00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悟道法師 

人間菩提 

證嚴法師 

22:00~23:00 海濤法師弘法行----海濤法師 

23:00~23:30 四十二章經— 淨心長老 

23:30-24:00 
清涼法語 

達法法師 能學法師 智海法師 蔣揚仁欽喇嘛 地觀法師 修懿法師-------等 

五會念佛 
南海 

觀世音 

00:00-00:30 海濤法語－海濤法師 
00:30-01:00 心靈法雨－圓本法師 

01:00-01:30 
清涼法語 

達法法師 能學法師 智海法師 蔣揚仁欽喇嘛 地觀法師 修懿法師-等 
百味香 

照惠法師 

01:30-02:00 法華經 

02:00-02:30 寒山法雨 素食之美 寒山法雨 素食之美 寒山法雨 素食之美 寒山法雨 

02:30-03:00 
清涼法語 阿彌陀佛

藥師弘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