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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期的熱門新聞是什麼？

● 選舉新聞？

● 通貨膨脹？

● 烏俄戰爭？

● 英國女王逝世？

● 美國議長裴洛西訪台？



外國的選舉，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舉例

● 2021年9月，岸田文雄當選自民黨總裁
● 2021年11月，德國大選變天，終結梅克爾16年執政
● 2022年4月，法國總統大選，馬克宏連任
● 2022年7月，英國首相強生宣布辭職、9月新任首相特拉斯當選就職
● 2022年9月，義大利國會大選，極右翼政黨勝選
● 2022年11月，美國期中選舉



外國的選舉，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舉例

● 日本：主導CPTPP、印太戰略、第一島鏈、「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 德國：歐盟最大經濟體、梅克爾的「務實親中路線」

● 美國：世界最大經濟體、台美關係、台灣關係法、台灣政策法



影響選舉、傷害民主的假新聞／不實資訊

什麼是假新聞／不實資訊？

● Fake News
● Misinformation v.s. Disinformation

定義：

● 故意虛構或扭曲事實，意圖改變他人認知，以期牟取經濟利益或達成特定

目的，並可能造成公共傷害之不實新聞或訊息。



網路假訊息憂慮度

（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中心2020全球調查）



不實資訊的出現與傳播

● 政治與商業力量
● 專職網軍
● 網路與社群平台
● 未盡查證義務的媒體
● 閱聽大眾



不實資訊的類型

諷刺惡搞：無意造成實質傷害，目的為愚弄他人

題文不符：標題、影像與內文不符

脈絡錯置：真實內容被放置在錯誤的脈絡中解釋

假冒性內容：冒用真實來源

誤導性內容：誤導性使用資訊以影響讀者認知和觀感

操弄性內容：真實訊息被刻意移花接木或變造，目的是欺騙讀者

虛構性內容：完全虛構的內容



假訊息特徵

聳動的標題

刻意隱藏的不明來源

怪異、不合常理的格式

移花接木的影像

經過挪移的時間地點

半真半假的證據



查證訊息：可信媒體有無報導？

美國：紐約時報、美聯社、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CNN、CBS
、PBS、NPR......

英國：路透社、BBC、衛報、泰晤士報、金融時報.、每日電訊報、經濟學人.....

日本：NHK、朝日新聞、產經新聞、日經、共同社......

法國：法新社、法廣、France 24、世界報、費加洛報......

德國：德國之聲、明鏡週刊......



查核工具

以圖搜圖：Google Lens、TinEye、Yandex…

搜尋影片來源：截圖反搜、InVID…

以地圖確認事件發生地點：Google Earth、Google Map…

善用Google搜尋語法：site、before、after…



舉例：烏俄戰爭中的不實資訊

俄羅斯否認犯下布查（Bucha）大屠殺，宣稱俄軍3月30日離開布查時，街道上沒
有屍體。

俄羅斯國防部聲明：

https://archive.ph/2wkoC



烏俄戰爭不實資訊的查核

Maxar Technologies在3月19日拍下的衛星圖



烏俄戰爭不實資訊的查核

對比：Maxar Technologies在2月28日拍下的衛星圖（俄國入侵4天後）



烏俄戰爭中的不實資訊2：澤倫斯基深偽影片

一段利用Deepfake技術，假造的烏克蘭
總統澤倫斯基談話影片於3月在社交媒體
上流傳，談話內容是澤倫斯基要求烏克蘭

士兵放下武器並向俄羅斯投降。

影片連結



查證

● 國際媒體與查核機構查證為不實影片

● 影片內容不合理：

○ 畫面有異，影像中澤倫斯基的嘴唇似乎在動，但頭部與頸部完全靜止

、下巴輪廓怪異。

● 澤倫斯基本人發布澄清聲明影片



為什麼烏俄戰爭中出現大量不實訊息？

● 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
● 蘇聯的逝去的榮光：俄羅斯總統普丁的大俄羅斯主義
● 烏克蘭的地理位置：西方民主陣營與俄羅斯威權的交界
● 烏東大量俄裔人口、親俄立場



時間軸

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烏克蘭革命

2014年2月，頓巴斯戰爭

2014年3月，克里米亞半島公投

2021年底，俄羅斯大軍集結烏克蘭邊境

2022年2月，普丁承認頓內茨克共和國、盧甘斯克共和國獨立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烏克蘭的高中生在做什麼？

19歲的華倫堤娜．布坦可

（Valentina Butenko）

（2022/6/10《轉角國際》報導）



烏克蘭正在發生什麼？

● 烏軍的反攻

● 俄羅斯的核武威脅

● 俄軍4個佔領區公投

（2022/9/28《轉角國際》報導）



俄羅斯正在發生什麼？

● 普丁的動員令

● 俄羅斯人的離境與抗命

● 地區的徵兵差異

（2022/9/30《轉角國際》報導）



為什麼台灣人要關心烏俄戰爭？

自由民主陣營 v.s. 專制極權政體

價值結盟

獨裁國家的武力威脅

捍衛自由之戰

（2022/8/3《轉角國際》報導）



與處境相似者的共感

在歐洲：烏克蘭

在亞洲：香港、西藏、蒙古、新疆...

（2022/9/13《轉角國際》報導）



世界局勢正在劇烈改變

台灣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檢測問卷



是非題

● 媒體世界僅能反映出真實社會的一部份？

● 當我自製影音或圖文等作品，在有引用他人資料的情況下，無須註明來源出

處？

● 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路等不同媒體組織所發佈的訊息內容，都可以

完全相信，不必再確認其真偽？



單選題1

以下何者不是媒體？

● 電子書

● 建築



單選題2

關於網路資訊的特性，以下何者為「非」？

● 網路上可以隱藏真實身份，不會被發現，也絕對查不到

● 使用者可以透過網路進行對談與傳送訊息



單選題3

下列何者為良好的網路禮儀行為？

● 基於言論自由，遇到和我不同觀點的內容，不管對錯，就對他進行人身攻擊

● 不隨意散佈謠言



單選題4

關於「資訊社會的社群與社交」的敘述，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 網路上有許多社群媒體，可以讓志同道合的朋友設立群組來加入

● 社群媒體群組裡有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大家都可以將任何訊息在群組

內隨意傳來傳去



單選題5

下列對「資訊社會」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 學習可以跨越了時空與年齡的限制

● 文化交流與商務活動侷限單一地區



單選題6

有人說，若使用平台帳號登入第三方應用程式或網站，可能會發生像是帳號被盜

用，或是個資外洩等資安風險。

● 正確

● 錯誤



問答題

說說看你平常使用的「接收資訊的管道」有哪些？（請舉出兩個管道，不限字數

）



滿意度調查

問卷完成後請務必交給工作人員，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