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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體 

社群網路 

專家學者 

˙科學新聞成為無知
與有心之士的溫床 

˙不懂科普會倒楣 



 



104.11民視新聞-護桃猿結印哥 

 



  

•「科技太重要，再怎麼樣都不能只留給科學家去處

理」（傅大為,2001） 

–科學家不處理，誰有能力處理？ 

–其實科學家也未必能處理…（知識背景、資料詮釋..） 

•社會/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的重要性 

•「科學新聞」是公民持續接觸科學/社會議題的臍帶 

–公民意識是改變社會的力量 

壹、前言 
 

學習科學新聞的重要性… 



 你每天看見的科學新聞
都正確嗎？ 

如果不是呢？… 

貳、謬誤科學新聞的溫床-台灣媒體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v5dqworXTAhUIWrwKHZk-BjAQjRwIBw&url=http%3A%2F%2Fbasicincomechinese.blogspot.com%2F2015%2F07%2F3.html&psig=AFQjCNFoFH9n0CsKnbzqVRdkZq41T_cliQ&ust=1492854367270788


資料來源:聯合報 2006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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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擔心的是，根據日本新幹線標準，
地震一發生，行車電腦就應自動下達煞車指令，
並於三秒鐘內讓車子完全停下來，但台灣高鐵
七○○Ｔ列車的地震應變程序採用歐洲設計規
範，地震發生時，軌道上的偵測器會先透過列
車將訊息傳回行控中心，等行控中心人員確認
後再發出應變指令，應變時間比新幹線慢許多。  

   以昨天的地震演習為例，當時車速三百公
里、震度六級，列車持續開行近五公里才完全
停住。履勘委員表示，若照這種運作方式，一
旦真的發生地震，恐怕會應變不及… 



相關議題在網路上引起網友討論，並透過
Kuso圖片方式，指出聯合報關於[高鐵三秒
停車]新聞中與科學原理相違背的地方。 



三秒內煞車的後果… 

•需要27.78m/s^2的負加速度，約
2.83G的重力 

–如果乘客沒有繫類似雲霄飛車的固
定式安全帶，大概會四處飛竄，傷
亡慘重 

–後列車追撞前列車 

–以列車龐大的質量，產生的摩擦力，
足以熔化鋼軌與車輪了。 



新幹線事故後的可能標題 

『日本新幹線遇到七級強震，在三秒內完全
停止行駛，阻止了最大的傷亡產生，但是
很遺憾的車內乘客還是全部死光。』 

 



聯合報
2006/10/24 



每天看美女 男多活五年 
（蘋果日報2004/10/31） 

    【沈能元╱綜合報導】 

  國外研究發現，每天凝望漂亮女性幾分
鐘，有助於男性健康長壽。這項針對二百
名男性進行為期五年的觀察結論是，每天
都能凝望漂亮女性的男性，血壓相對較低
，脈搏跳動較慢，心臟疾病也較少，平均
壽命可以延長四至五年。  

這個研究怎麼作？ 

新
奇
刺
激
篇 



減少患心臟病或中風  
    新華網引述的該項研究原刊登在《新英格
蘭醫學雜誌》，研究人員說，男性彬彬有禮
地凝視美麗的女性，就猶如欣賞一幅絕美的
風景，有助身心健康。 

    凝視美麗的女性十分鐘，健身效果差不多
相當於做了三十分鐘的有氧運動。男性若每
天做這些眼部活動數分鐘，可把中風和罹患
心臟病的機會減半，研究人員相信，若男性
每天持之以恆，平均壽命可以延長四至五年
。  



http://www.gigcasa.com/articles/121680 



 
事情結果 

˙學者查詢蘋果日報記者：該篇研究
年份、卷期、題目等… 

–無具體回音… 

–蘋果日報→新華網→深圳週刊
→^%&^$# 

•新英格蘭醫學週刊 

–無相關研究結果！ 

 





2011.5王老師之末日預言 

科
學
志
怪
篇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NoLbRyqPLAhUMFJQKHdqRBmAQjRwIBw&url=http%3A%2F%2Fhome.gamer.com.tw%2FcreationDetail.php%3Fsn%3D1305157&psig=AFQjCNHptA1FRwmyiYGjavdns3H8zKcgBQ&ust=1457062411899206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9uMS6y6PLAhVIGpQKHUmkBhoQjRwIBw&url=http%3A%2F%2Fbig5.cri.cn%2Fgate%2Fbig5%2Fgb.cri.cn%2F27824%2F2011%2F05%2F12%2F5187s3245008.htm&psig=AFQjCNHptA1FRwmyiYGjavdns3H8zKcgBQ&ust=1457062411899206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jyJLFzKPLAhULJJQKHU8bCo0QjRwIBw&url=http%3A%2F%2Fwww.nownews.com%2Fn%2F2011%2F05%2F11%2F528079&psig=AFQjCNHptA1FRwmyiYGjavdns3H8zKcgBQ&ust=1457062411899206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5kP7szKPLAhXGVZQKHc1kAsUQjRwIBw&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ITVKxvReT40&psig=AFQjCNHptA1FRwmyiYGjavdns3H8zKcgBQ&ust=1457062411899206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Wu-zIy6PLAhVJoJQKHegaBMoQjRwIBw&url=http%3A%2F%2Fgary6711.pixnet.net%2Fblog%2Fpost%2F30400667-%25E7%258E%258B%25E8%2580%2581%25E5%25B8%25AB&psig=AFQjCNHptA1FRwmyiYGjavdns3H8zKcgBQ&ust=1457062411899206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ly_nVzKPLAhVGJ5QKHRZFA5YQjRwIBw&url=http%3A%2F%2Fwww.setn.com%2FNews.aspx%3FNewsID%3D15584&psig=AFQjCNHptA1FRwmyiYGjavdns3H8zKcgBQ&ust=1457062411899206


2012瑪雅末日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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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液化不能戳的秘密? 
•手指戳土證明土壤液化？ 陳亭妃瞎戳??? 

•影音檔 

時
效
作
秀
篇 



我們先鬥陣聽聽 網友怎麼說… 



網友：要選下屆市長拜託清醒點 

• 許多網友對「戳土證明液化」的行為不以
為然，大酸「本日最好笑」、「哪邊的土
戳不下去的」、「過年玩太爽還沒醒？」、
「炎亞綸都要輸惹」、「難道一根手指能
戳兩個洞？」 

• 有不少網友指出，陳亭妃是下屆台南市長
的人選，「拜託清醒一點」。 



只要是土都戳得下去？務農網友反駁  

•另外，對於多數網友認為「所有土都戳得
下去」，有家裡務農的網友反駁指出，土
壤中含水量會影響土質軟硬度，「很多人
可能真的很少接觸土，以為所有土壤都是
鬆的，指頭就戳得進去」、「一般土地要
隨便戳出一個洞，你手指會先受傷」。  



2016 206台南大地震 
台灣 土壤液化 

 



台灣 土壤液化 

 



土壤液化後我們的房子!! 

 



日本土壤液化現象 

 



1050314公佈土壤液化潛勢區 

 



20160314公布之8縣市土壤液化潛勢區 

 



何謂土壤液化? 

•「土地液化」是地震工程的一個術語，指在外力
的作用下，原本是固態的土壤變成液態，或變成
粘稠的流質。土壤液化主要出現在分布深度較淺，
飽和的疏鬆細砂、粉土質砂或粘土，且其底部排
水較差。 

•通常在外力反覆震蕩下（如地震），鬆散的土壤
因受到壓縮，內部空隙減小，導致空隙內水壓升
高，當水壓升高至超過土壤內承受的外部壓力時，
加上水分不能從地底排出，就會產生土壤液化。  



 



小結 



 



液化後的馬路!! 

 



參、科研與民調陷阱 
                (惡意扭曲與置入篇) 

 
你每天看見的科學研究與民意調查

新聞都正確嗎？ 

如果不是呢？… 



一、超瞎英國研究與統計/民調陷阱 

 

明知研究不可信， 

就是忍不住想點進去看 



 英國研究篇 



 



 



 





英國研究:激將法無法讓肥胖人
士減肥20150107 

 



英國研究：住家道路噪音吵雜恐
提高中風 

 



甚麼是英國研究? 

•許多報紙中「據英國研究」的科學報導常常是誇
張且荒誕，不然就是瑣碎且莫名其妙。 

•事實是，首這些「據英國研究」很多根本就不是
真正的研究，而是公關公司行銷策略的一環。 

•公關公司會先針對客戶訂作一些仿科學報導，不
用說這些文案人員大多沒有科學背景；然後他們
再找一位學者掛名，這位學者甚至不必參與所謂
的「研究」；最後再把這個仿科學文章送到缺稿
且嗜奇的記者手上，就成了一篇聳動的「據英國
研究」了。 

 



•這種操作手法如同一般的置入性行銷，只
是更加曖昧，因為他不直接廣告產品，頂
多提到贊助廠商。 

•他們的目的是藉由一些誇張的奇聞軼事吸
引讀者注意，趁機在讀者腦海中植入訊息
，或者使讀者更容易注意到他們真正的廣
告 

•如說你剛讀了一篇旅遊與豔遇機率的報導
，就算你覺得他完全在唬爛，也難免會使
你對鄰近版面的旅遊廣告多注目一下。 



•當這些仿科學的文章被抄到國外去、移
除原本的商業資訊後，就只是單純的蠢
新聞而已。 

•台灣這個高等教育發達的國家，很多人
都有大學學歷，常常閱讀正規科學新聞(
如科景、科學人、科學月刊等等)的人，
應該都會質疑這些「據英國研究」的科
學報導不論是形式或者是內容都非常粗
劣，不是嗎？所以這些就只是無害的玩
笑，不是嗎？ 

 



•未必。因為很多人無腦缺乏思辨能力 

•差不多是記者寫得出來、人們看得懂的東西
台灣人都會信以為真，另一方面這些東西也
會讓大家誤解學術研究如何進展，彷彿科學
只是一些象牙塔裡的怪人信口開河而已，沒
什麼值得探討的價值而且反覆無常。 

•所以很多誇張的英國研究根本就不是研究，
也未必有科學家參與其中，就只是行銷文案
而已。 

 



猜一猜 這英國研究賣甚麼? 

•「情侶平均一年吵架312次、星期
四為最高峰」這則英國研究後面的
商品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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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實不過是英國某衛浴家
具商的行銷文案，而所謂的
調查不過是他們網站的線上
投票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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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的故事水知道/科學調查陷阱 

 

像佈道一般暖人心房 

卻是騙人的 



 有
感
知
的
水 



生命的答案，水知道 

•你拿出一個玻璃杯，注入清水。你把這杯
水放在面前，把臉部挨近，凝望著它。 

•你在望著這些水，可能你從來沒有想過，
在此時此刻，杯中的水，也正在望著你。 

•這還不止，那些水同時也正在「感受」著
那個房間的情景，「望」著窗外的景色，
「聽」著周圍的聲音，更會在「閱讀」著
你內心的思想、感受、狀態……。 

•更不可思議者，是那些水居然還將這一切
一切，用它的方式紀錄下來！ 



實驗程序 1：給蒸餾水各種不同冷凍條件 

 

 

IHM綜合的實驗程序是： 
1. 讓水分別處於在各種不同的環境條件下。 
   例如右上圖是讓水聽音樂。 



實驗程序 2 ：將各種水結凍 

 

 

2. 把實驗水分別滴在100個試皿， 
    在冷藏室冷凍2個小時。 



實驗程序 3 ：顯微觀察 

3.在冷藏室，通過顯微
鏡將有結晶的冰，用
200至500倍的倍率，
拍照它的頂端部位。  

 



實驗程序 4 ：拍攝其解凍過程 

4.拍攝水結晶照片。 

任何的冰都會經過右邊照

片的狀態，而變回水。 

• 隨著溫度上升（-5℃～ 

0℃），結晶水變成液態

水的前一瞬，會顯現出漢

字「水」的形狀。漢字似

有妙理存焉。  



用實驗分析各種水結晶 

•1.讓水「聽音樂」的實驗 

•2.讓水「讀文字」的實驗 

•3.讓水「接受電視電磁波」的實驗 

•4.讓水「看圖片」的實驗 

•5.讓水「看影片」的實驗 

•6.善惡球菌- 觀眾自己做實驗 



1.讓水「聽音樂」-1 

•讓水在曲調明快、愉
悅的『田園交響曲』
中結晶，照到這張美
麗照片。 

•似乎證明了良性音樂
也可以感動水，使水
也成為良性的。  



讓水「聽音樂」-2 

•這是聽了蕭邦鋼琴
曲『離別』 的水
結晶。 

•因為是「離別」之
曲，水結晶被分化
得更小了，成為離
別模樣。 



讓水「聽音樂」-3 

•讓水聽一首「歌詞
充滿怒意，像是罵
進世間之事」的重
金屬搖滾音樂後的
照片。 

•問題應該是出在歌
詞，不是音樂本身 



讓水「聽音樂」-4 

•讓水聽貓王的「心碎飯店」一曲 

•左圖：心碎成二個的樣子， 

•中圖：想融成一體的感覺； 

•右圖：戰勝試煉，形成新的心型。 



讓水「聽音樂」-5 

•讓水聽「藏經」音樂
的結晶，是這麼的
「有力與美麗」。 

•從古至今流傳下來的
經文，能向人們心靈
深處言語，擁有強力
精神復原療效的力量！
(聽經讀經的好) 



2.讓水「讀文字」的實驗-1 

讓水讀了文字「愛、感謝」後，拍下水結晶。 



讓水「讀文字」的實驗-2 

•讓水讀了「真
噁心、討厭、我
要殺你」 所拍
的照片。 

•時下年輕人常
講這些不好的話！  



3.讓水接受「電視電磁波」的實驗  

•有貼「愛、感謝 
」字條（右瓶） 

•沒貼字條 
（左瓶） 



蒸餾水接受電視電磁波的實驗-1  

•貼「愛、感謝」
字條的蒸餾水，
接受電磁波後的
結晶。 



蒸餾水接受電視電磁波的實驗-2  

•沒貼字條的蒸
餾水，接受電磁
波後的結晶。 

•行動電話的電
磁波？更大更小？  



4.讓水「看圖片」實驗-1 

•下圖為看太陽的圖片 

•右圖為看日本一有名
神社的圖片結晶狀。 



讓水「看圖片」實驗-2 

讓水看「富士山、洛機山脈、珊瑚礁」照片的結晶狀 



5.讓水「看影片」實驗  

•這蒸餾水雖然沒
貼「愛、感謝」
的文字，但或許
因接觸良性信息，
也形成了漂亮結
晶。  



6.善惡球菌- 觀眾自己做實驗 

•米飯分別裝進兩玻璃瓶 
，每天讓小孩子向貼謝
謝的瓶子說「謝謝」 
，另一小孩對貼有混蛋
的瓶子說：「混蛋」。 

•一個月後，貼「謝謝」
的米飯變黃色，發出香
麴味；另一位貼「混蛋」
則變黑而發臭味。 



實驗給我們的啟示 

•「水」能夠分辨訊息中的正、邪、善、惡
嗎？「水」也能夠接收到來自聲音、文字、
音樂、意念的良善或邪惡的訊息嗎？ 

•這是不是說明了「意念」是有物質能量的？
善與惡的意念會影響著人體與大自然？ 



肆、反思媒體科學新聞的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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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確與真實的消失？ 
•記者蹲立水中報導水災新聞 

•將錢塘潮，移作南亞海嘯播出 

•… 

 



 SNG的氾濫? 

•感官主義新聞 

•SNG→super no 
good！ 

–記者：「為什麼
你要搶銀行？ 」 

–嫌犯：「因為所
有的錢都在那
裡！ 」 

2001/3/28立委李慶安遭
立委羅福助毆打事件 

毆打過程歷時一分鐘， 
你看到的又是幾分鐘？ 



模擬畫面？ 

•沒有現場畫面就
模擬 

Ex:公車色狼強摸11
歲少女重判4年 



多頻道=多元化？ 

• 市場競爭下的同
質性 

• 相互反射的「照
鏡子」遊戲 

• 「別人做了，我
們怎麼可以沒有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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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收視率？ 

•有商業利益才是
好新聞？ 

•置入性行銷 

 

 
 

電視購物銷售高價珠寶 創千萬業績 



二、科學新聞與生活教育的期許 

培養「科學記者」
般在日常生活新
聞中學習與辨識

科學 



 

SSI 

科學論述 

媒體論述 

社會性科學議題之認識模式（引自黃俊儒，2006）  

第一道關卡 
（媒體素養） 

第二道關卡 
（科學素養） 



從一則科學新聞開始… 
八仙塵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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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過去在國、高中，都曾學習過相關的
環保、能源等各種科學概念，但是離
開教室之後… 

 

→是否有能力對類似的真實狀況產生相
應的理解與判斷呢？(進而減少悲劇?)  

 

 



    資料來源:泛科學 

 



期許 
•這年代的科學教育，不應只是滿足於培養學生為一

個不切實際的批評者，而應該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行
動者，能夠勇於捍衛什麼是對的、好的、正義的 
（Hodson,2003）。 

–需時時關心最新的社會性科學議題的發展 

–需要形成自己的觀點與論述 

–能體認到每個科技社會議題背後的複雜性及多元
性 

–瞭解各種科技社會爭議之共識背後的艱辛 

–能站在同理與理解的基礎上，一方面堅持自己的
看法，一方面尊重別人的意見，並且折衷出符合
社會公益的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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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流言追追追 

 



 



參考資料 

1.傅大為（2001）。〈再怎樣都不能—《科技、醫療
與社會》學刊•代發刊辭〉，《科技、醫療與社
會》，1: Ⅱ-Ⅳ。 

2.黃俊儒、簡妙如(2006)。〈科學新聞文本的論述層
次及結構分佈：構思另個科學傳播的起點〉，《新
聞學研究》，86：p135-170。 

3.成露茜、羅曉南主編(2005) ，《批判的媒體識
讀》，台北:正中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