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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社會出生率降低將使台灣經濟成長下滑，加上政治快速革新，民主意識與個人權力改變，基於國軍工作環境而言，工

作時間長、工作困難度工作選擇與進修發展的自主性上限制較多，選擇軍人為終生職業不為現代青年所熱衷，致使國軍對

於面臨投考軍校人員之「量」與「質」的問題，同樣面臨無法滿足之困境。 電視廣告因具有視聽傳播、廣泛傳達及迅速報

導的特性，是一般廣告主視為商品銷售活動不可或缺的一環。因閱聽人對廣告文本的解讀與存在於廣告文本的意涵間，經

常存有顯著性的差距，而影響廣告效果。 本研究藉由軍校招生廣告為分析文本，解剖廣告文本中帶有哪些明示義與隱藏義

，也就是廣告訴求與支持廣告的意識型態觀念。並檢測閱聽人同意的程度，已確立哪些訴求為閱聽人支持？哪些意識型態

支持訴求？適合用於廣告中。研究發現，閱聽人解讀廣告文本存有多義性，且其中存有不支持廣告訴求的意識型態及學校

程度差異，具有相當差距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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