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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眼中的 2008 年十大新聞 

由學友社舉辦的「第十七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承蒙各中學的支持及參與，今屆

活動經已順利完成。 

 

是屆十大新聞選舉於 12 月 2 日至 12 月 19 日舉行，共有 103 所中學參與，投票學生人數

超過 8 萬名。籌委會首先根據 28 所參與新聞初選學校所提交的建議新聞事件中，篩選出本年

度的 30 則候選新聞；然後再將這 30 則候選新聞交予參加新聞總選的中學生，由他們挑選出自

己心目中的十大新聞。以下為十大新聞選舉結果，而十大新聞分析則請參閱附件。 

 

名次 標題 得票 得票率 

1 四川八級地震 各方全力救援 59387 75% 

2 奶粉含三聚氰胺 掀「中國製造」信心危機 59086 75% 

3 首位美國黑人總統誕生 民主黨重掌美國政局 47751 60% 

4 金融海嘯捲全球  各國政府把市救 46646 59% 

5 「飛人」劉翔突因傷退賽 全國觀眾感失望 42107 53% 

6 藝人裸照事件擾攘逾三周 陳冠希召開記者會道歉 40857 52% 

7 神舟七號載人航天成功  翟志剛成「中國太空行走第一人」 39939 51% 

8 陳水扁成首位遭收押台灣總統  家族多人涉貪腐案 36223 46% 

9 雷曼迷債風波  銀行銷售手法受質疑 36014 46% 

10 「末日實驗」模擬宇宙大爆炸 31796 40% 

 

此外，大會也繼續舉辦十大新聞選舉「中國篇」，讓學生從 10 則候選中國新聞中，選出 3

則最具代表性的中國新聞，從而加強學生對中國時事的關注和認識，並鼓勵他們留意中國國

情。「中國篇」選舉方式與十大新聞的方式相同。以下是「中國篇」選舉結果。 

 

名次 標題 得票 得票率 

1  四川八級地震 各方全力救援 48297 72% 

2  奶粉含三聚氰胺 掀「中國製造」信心危機 39279 58% 

3  神舟七號載人航天成功 翟志剛成「中國太空行走第一人」 24677 37% 

 

此外，我們將於 2009 年 1 月 24 日 (星期六) 下午 2 時 15 分至 4 時，於九龍灣彩頤居喜福

會多用途禮堂，舉辦十大新聞選舉頒獎典禮，當日活動包括頒發獎項及比賽短片欣賞等。 

 

發稿人/查詢︰學友社名譽社長 陳潤根先生(電話︰9072-0703) 



選舉結果分析 

 

今年度十大新聞的結果顯示中學生關注的議題較以往更廣泛。政治新聞(奧巴馬當選美國

總統和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案)及社會新聞 (疑似藝人裸照事件及雷曼迷債事件)各佔兩則。經

濟新聞(國際金融海嘯)、體育新聞(劉翔因傷退賽)及科學新聞(末日實驗)各佔一則。雖然同學對

不同類別新聞的關注程度會受不同因素的影響，不過大會認為今年的結果是正面。 

 

 今年第一位及第二位的新聞分別是「四川大地震」及「內地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兩則新

聞分別獲得接近六萬票，得票率超過七成，可見受關注的程度非常高。大會估計四川大地震在

鄰近地區發生，傷亡重大，震撼全國。此外，媒體以不同的角度大幅報導事件，令同學不斷接

收相關訊息，令他們感受深刻。因此，超過七成的同學選「四川大地震」為心目中的十大新聞

之一。 

 

 第二位的「內地三聚氰胺毒奶事件」也深受同學關注。有別於其他的食品安全新聞，該事

件不只對同學的日常生活構成影響，不少奶類製品的品質相繼出現問題，亦導致內地孩童死

亡。事件影響力之廣泛及切身令中學生非常留意媒體對該事件的報導，故此接近六萬名中學生

投選該新聞。 

 

 至於第三位的「美國總統選舉」，其受關注程度較四年前有關美國總統大選新聞有所提升，

由四年前的第十位，升至今年的第三位。大會認為奧巴馬作為首位非洲裔黑人總統，打破以往

由白人當總統的歷史，吸引不少媒體大篇幅的報導，故此引起同學的關注。 

 

 綜合今年的十大新聞選舉，大會有以下發現︰ 

 

1. 同學對社會及政治新聞的關注增加 

今年度的十大新聞選舉反映同學比以往更關注政治新聞及社會新聞。今年的三十則候選新

聞中有超過一半是政治新聞或社會新聞。社會新聞的得票率更由去年的兩成升至今年的五

成。另外，歷屆的選舉都反映對同學最有影響的教育新聞(例如「三三四」學制改革)都獲

得較多票數，但今年的教育新聞(例如會考潮語試題)則十大不入。這反映同學擴大了他們

的視野，比以往更關注政治新聞或社會新聞。 

 

2. 國民身份認同有所提升 

今年共有五則兩岸新聞入選，較去年為多，分別為「四川大地震」、「內地三聚氰胺毒奶

事件」、「劉翔受傷退賽」、「陳水扁貪腐案」及「神七升空」。這反映學生開始關注兩

岸時事，可見同學的國民身份認同有所提升，願意更了解國家現況。 

 

然而，一些對中國政治及社會發展有深遠影響的新聞的得票率偏低。本年度「中國篇」新

聞選舉中的兩篇政治及社會新聞「陳雲林訪台」及「農村改革」的得票較少，得票率不足

百分之五。同學雖然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但對中國社會發展具深遠影響的新聞仍認知不

足。 

 

附件一 



就著上述發現，本社對公民教育及傳媒教育的建議如下︰ 

 

1. 深化學生對國情的認識 

大會認為學生雖逐漸關注兩岸時事，但對中國社會發展具深遠影響的事件仍認知不

足。大會建議國情教育除了突出國家成就，應鼓勵學生反思伴隨國家發展出現的問題，

讓學生更全面及客觀地認識國家現況。 

 

2. 加強學生的新聞解讀能力 

大會喜見學生漸漸關心社會議題，同時鼓勵同學們多閱讀內地、本地及外國報刊，比

較報刊報導新聞的取向及傾重點，從而獲得更全面的資訊，多角度地思考新聞事件所

引申的社會議題。此外，大會建議社會、學校及家長引領青少年認識新聞事件背後涉

及的議題，例如透過奧巴馬的當選認識美國選舉制度的優劣，反思美國種族歧視的議

題等，以加強學生對新聞的解讀能力。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自 1992 舉辦至今，同學閱讀新聞的傾向依然是我們關注的

重點。大會認為本屆的十大新聞結果反映同學已多留意不同類型的新聞，令人鼓舞，但建議應

繼續加強公民教育及深化傳媒教育的內容，藉此加強同學的分析能力及新聞解讀能力。 

 



2008 年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三十則候選新聞標題及得票 

 

名次 標題 得票 得票率 

1 四川八級地震 各方全力救援 59387 75% 

2 奶粉含三聚氰胺 掀「中國製造」信心危機 59086 75% 

3 首位美國黑人總統誕生 民主黨重掌美國政局 47751 60% 

4 金融海嘯捲全球  各國政府把市救 46646 59% 

5 「飛人」劉翔突因傷退賽 全國觀眾感失望 42107 53% 

6 藝人裸照事件擾攘逾三周 陳冠希召開記者會道歉 40857 52% 

7 神舟七號載人航天成功  翟志剛成「中國太空行走第一人」 39939 51% 

8 陳水扁成首位遭收押台灣總統  家族多人涉貪腐案 36223 46% 

9 雷曼迷債風波  銀行銷售手法受質疑 36014 46% 

10 「末日實驗」模擬宇宙大爆炸 31796 40% 

11 中國罕見雪災 19 個省份受襲 31007 39% 

12 嘉禾大廈五級火  兩消防員為救人殉職 30202 38% 

13 北京奧運完滿結束  羅格評京奧「無與倫比」 30168 38% 

14 會考現潮語 考生謂難理解 28374 36% 

15 「開心果」沈殿霞離世 各界紛表示難過 26765 34% 

16 援交少女被殺 市民關注網上援交風氣 23255 29% 

17 通貨膨脹襲本港  百物騰貴荷包乾 20162 26% 

18 泰國反政府示威騷亂 副總理及總理相繼下台 19115 24% 

19 奧運聖火傳全球  示威者圍堵傳遞受阻 18341 23% 

20 赤柱百年老樹倒下  港大女生無辜喪生 17055 22% 

21 施政報告 生果金最低工資惹爭議 15361 19% 

22 西藏拉薩騷亂持續 中國政府疏散外國旅客及傳媒 13936 18% 

23 奧運馬術順利舉行 13268 17% 

24 馬英九勝台灣總統選舉 眾盼改善經濟民生 13052 17% 

25 緬甸受風災肆虐 軍政府拒外援 救災進度被拖慢 12545 16% 

26 機構意外洩露個人資料  資訊保安管理受社會關注 9769 12% 

27 陳雲林訪台 台灣社會毀譽參半 7736 10% 

28 南奧塞梯領土爭議 俄格爆軍事衝突 7658 10% 

29 流言蜚語滿天飛  東亞擠提現危機 7143 9% 

30 立會選舉新面貌  各黨第二梯隊紛上位 4613 6% 

 

附件二 



 

2008 年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中國篇」十則候選新聞標題及得票 

 

名次 標題 得票 得票率 

1  四川八級地震 各方全力救援 48297 72% 

2  奶粉含三聚氰胺 掀「中國製造」信心危機 39279 58% 

3  神舟七號載人航天成功 翟志剛成「中國太空行走第一人」 24677 37% 

4  「飛人」劉翔突因傷退賽 全國觀眾感失望 23110 34% 

5  北京奧運完滿結束 羅格評京奧「無與倫比」 22214 33% 

6  陳水扁成首位遭收押台灣總統 家族多人涉貪腐案 18295 27% 

7  中國罕見雪災 19 個省份受襲 13742 20% 

8  西藏拉薩騷亂持續 中國政府疏散外國旅客及傳媒 5918 9% 

9  陳雲林訪台 台灣社會毀譽參半 3311 5% 

10  「十七大」通過農村改革 3121 5%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