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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內容分析法？

•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能夠客觀和有系統地研
究和分析傳播媒介內容的方法，並且可以
轉化應用於分析其他媒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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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內容分析法？

• 目標：從文本 (text) 當中找出一個群組
的模式 (pattern)

• 假設：受歡迎的歌詞可以反映香港青少
年的價值觀，於是利用有代表性的流行
曲歌詞作為分析的文本

例如：過去十年的十大中文金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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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1）



內容分析法的題目形式

從一種文本 例：娛樂雜誌封面、報紙標
題、歌詞……

看一個社會群體 例：香港人、本校中學生、
新移民、討論區參與者……

的某個模式 例：看法、觀念、角色定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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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文本可供採用？

文字 報紙標題、雜誌封面、歌詞、
流行小說……

圖像、照片 雜誌封面、平面廣告……

影像 政府宣傳片、電影、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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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甚麼模式？

模式 例子

觀念 愛情、友情、婚姻、親情、節日……

形象、定型 少女、女性、男性、嬰兒、綜援人士、
少數族裔、八十後……

理想、期望 退休生活、親子關係、家庭模式、伴
侶、國家形象、身裁……

活動模式 消費、節日慶祝、飲食……

看法、印象 市區重建、文物保育、政府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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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子：從新聞報道看香港人眼中新移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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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子：從XX教科書看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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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2）



小結：內容分析法的注意事項

 如果只找尋模式，那只是事實描述，屬於探
究報告的 C 部分。

 找出這些模式背後的意義、反映價值觀、帶
來的影響、表述是否正確、提出相關建
議……，這屬於探究報告的 D部分。

需要搜集其他相關文獻資料以加強論証，
從而增加報告的探究性。

請看以下考評局的說明及兩個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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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對於C、D部分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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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獨立專題探究教師研討會簡報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SBA/HKDSE/PowerPoint-LS-0916-04.pdf



例子：從新聞報道看香港人眼中新移民形象

 利用慧科新聞搜尋引擎檢索相關新聞報道，
得到以下發現：

 新移民 = 低學歷人士

 新移民 = 「大鄉里」

 新移民 = 佔用香港本地資源的人士

 新移民 = ……

 以上屬於C 部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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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子：從新聞報道看香港人眼中新移民形象

 就上述發現可以引發的探究問題：（舉例）

這些描述這反映了香港人甚麼心態或價
值觀？這些心態或價值觀從何而來？

這些描述在甚麼程度上是正確？報章所
報道的事件有代表性嗎？為甚麼？

如果香港市民普遍認同這些描述，將會
對特區政府的社福政策帶來甚麼影響？

……

 以上屬於D 部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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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子：比較香港和日本的初中歷史教科書

中譯本 http://www.rchss.sinica.edu.tw/capas/publication/newsletter/N25/25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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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香港初中中國歷史教科書

• 日本扶桑社《新しい歴史教科書》



C 部分的內容：課文比較

事件 香港教科書 日本教科書

盧溝橋
事變

1937年7月7日，日
軍藉口一名士兵失
蹤，要求進入宛平
城內搜尋被拒，隨
即炮轟城外的盧溝
橋。

1937年7月7日晚上
在北京郊外的盧溝
橋，發生了有人在
向那裏演習的日本
軍開炮的事件。

例子：比較香港和日本的初中歷史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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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香港教科書 日本教科書

南京大

屠殺

香港教科書對事件使
用的名稱是「南京大
屠殺」。並於課本的
正文列出被殺害的人

數是三十萬。

稱它為「南京事件」，
而且沒有在課本的正文
出現，只在注釋中略作
解釋，指出「事件中犧
牲人數等真實情況在資
料上出現有疑點，見解
各種各樣，爭論持續至
今。」

例子：比較香港和日本的初中歷史教科書

C 部分的內容：課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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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科書 日本教科書

在日軍轟炸下，重慶到處
頹垣敗瓦，反映在戰爭中
日軍所造成的破壞。

東京遭到盟軍空襲，反映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同樣受到重大傷害。

例子：比較香港和日本的初中歷史教科書

C 部分的內容：插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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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子：比較香港和日本的初中歷史教科書

 就上述發現可以引發的探究問題：（舉例）

中日兩國的初中歷史教科書對於中日戰爭
的敘述為甚麼會有不同？

這些日本教科書想向學生傳遞甚麼訊息？
為甚麼要傳遞這些訊息？

若日本的學生接受這些教科書的觀點，將
對中日關係有何影響？

……

 以上屬於D 部分的內容



小結：內容分析法的優點

• 自主性強，不需要研究對象的合作和參與。

• 容易獲得足夠的媒介內容以供分析，如雜誌、
報章、 戶外廣告、上網發帖。

• 媒介內容有豐富的檔案資料，適合分析在時間
上的變化。

• 毋須身處題目情景所在的地方亦可展開探究，
學生因而可考慮多些以中國，甚至是全球為探
究情景的題目。（例子見以下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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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及全球為探究情景的題目（舉例）

• 從《時代》周刊封面看中國的國際形象

• 《人民日報》對於霧霾的報道

• 內地媒體對於中國運動員取得奧運會金牌的報道

• 海外華文（或英文）媒體對於孔子學院的報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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