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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講座主題
08:00 簽到

8:20~9:20 規劃課程(一)
銀髮族媒體識讀教育宣導

9:30~9:50 伸展筋骨動一動

10:00~10:50 規劃課程(二)
銀髮族性別平權教育宣導

10:50~11:30 性別平權教育宣導DIY

11:30~11:50 素養觀念問卷調查



網路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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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
全都是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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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
網路謠言

109年廣電媒體識讀公民培力推廣計畫



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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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電台狂銷 小心「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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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媒體？

1.“媒”指的是傳播，“體”指的是方式，
一種 將資訊用不同管道傳播出去的方式

3.就如同潛望鏡般，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傳
媒就是人們的觸角，藉以感知人類社會中的變化。

2.媒體經營者的營利心態、政商關係等複雜關係，
以及記者個人對新聞工作的期許和認知都將影
響記者的角色和職責。

109年廣電媒體識讀公民培力推廣計畫



109年廣電媒體識讀公民培力推廣計畫

媒體的種類



媒體訊息是建構的結果

 「所有的媒體訊息，都是經過一群人建構產生的」，
需思考「誰製作了這則訊息？」，進一步地追問訊
息的製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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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

https://m.yao51.com/jiankangtuku/fjdbdg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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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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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照片真能為證？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43/node2016829

http://www.twgreatdaily.com/cat43/node2016829
http://www.twgreatdaily.com/cat43/node2016829
http://www.twgreatdaily.com/cat43/node201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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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媒體和過去有什麼不同？

• “三八新聞”當道，指

“三器新聞”+“八卦新聞“

• 過去的媒體，結構運作是由

記者→編者→讀者”

• 現在的媒體是由

讀者→記者→編者

也就是說媒體反而需要靠讀者來生產和行銷內容

[東森新聞HD]開車門未注意害女騎士摔重傷判賠1182萬.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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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識讀(素養)

認識、辨識媒體的基本能力

解讀、閱讀訊息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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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假新聞、假訊息

• 廣義稱之「錯誤資訊」

• 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

2017年報告把這個情況稱為「資訊失序」

八種樣態：
斷章取義、移花接木、焦點錯置、視而不見、
無中生有、查證不足、雙重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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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失序以錯誤、惡意分有三種



•1.錯誤消息(Misinformation) 

與事實不符但沒有惡意，

就是我們常見的以訛傳訛。

貓在鋼琴上昏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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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實消息(Disinformation)

與事實不符且為惡意
故意為了傷害特定對象或達到某個目的。

謠言止於智者
如果看到中傷他人的新聞或消息，
記得要先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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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惡意消息( Malinformation)  

符合事實但懷有惡意

通常為了攻擊特定對象，

抓到對方的小辮子大肆渲染，造成對方
名譽受損。

•

109年廣電媒體識讀公民培力推廣計畫



假新聞的七種形式-1

• 諷刺模仿

• 設計對白諷刺或消遣某個名人，結果造成
誤導讀者信以為真。

•

例如：陳亞蘭與楊麗花情同母女，被誤傳
成陳亞蘭是楊麗花的私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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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的七種形式-2

• 誤導內
• 內容 原本的意思，
讓人

•
例如
人民

不到足夠的
好引退。

•
足夠人民的
退，感謝大
為我們的國

容
是真實的，但斷章取義，扭曲
產生誤會。

：媒體報導某候選人說：我得
支持，沒有足夠的選票，我只

該候選人說：如果我得不到
，沒有足夠的選票，我只好引
踴躍投票，我將盡我的力量，
務。

事實：
支持
家的
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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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的七種形式-3

• 圖文不符

• 標題跟內文不相干或不符合，或是連結標
題與連結內容無關。

•

例如：60億人都驚呆了！竟然是他造成的
事實：內容與標題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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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的七種形式-4

• 偽裝內容

• 假冒的消息來源，讓人以為有根據而相信。

•

例如：根據英國研究「情侶平均一年吵架
312次、星期四為最高峰」

•

事實：實際上只是某衛浴家具商依據自家
網站的線上投票結果，寫成的行銷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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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的七種形式-5

• 錯誤情境

• 有真實事件，但被張冠李戴，誤導讀者產
生誤會。

•
例如：塞進去爽！拔出來痛！消防員深夜
前往少婦家，原因竟然是這樣！

•
事實：女子在手指上戴3枚戒指摘不掉，求
助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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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的七種形式-6

• 捏造內容

• 惡意捏造的假消息，完全不是事實。
例如：英國研究「越會喝酒智商越高！」
事實：實際上並無任何醫學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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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的七種形式-7

• 操弄內容

• 惡意操弄事實，搧風點火誇大原本的事件。

•

例如：李晨爆料：范冰冰每天都要兩次，
而且每次時間都不短！

•

事實：藝人李晨參加節目，透露女友范冰
冰為保養皮膚，每天都要敷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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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取名聲

•收視率

•職位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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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假訊息的動機？



如何防範假新聞與辨認不實消息？

•為了杜絕假新聞充斥網路，各大網路龍頭

目前 Google 提出《Google 如何打擊不實資

訊》白皮書

• LINE 也推出「LINE訊息查證」平台，希望
與各界共同防堵假新聞或假消息。

• 臉書官方提出10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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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Xy9He7qAMEhsIlrY8jU3THIYuXkjpY9/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Xy9He7qAMEhsIlrY8jU3THIYuXkjpY9/view
https://www.facebook.com/help/188118808357379


臉書官方則提出10個方法：

• 1.對標題持懷疑態度：

不實報導往往會利用且內含驚嘆號的聳動標
題吸引目光。

如果標題內容震撼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那就很有可能是不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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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官方則提出10個方法：

• 2.仔細查看網址：

• 假冒或是使用與其他網站相似的連結，都
是警示不實報導的跡象。

• 許多不實報導的網站都會在連結上動手腳，
偽裝成真實的新聞來源。

• 您可以前往這些網站，與知名新聞來源的
連結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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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官方則提出10個方法：

• 3.確認新聞來源：

• 確定報導出自具有公信力的新聞來源。如
果報導來自您不熟悉的組織，請查看該
組 織的「關於」區塊以進一步瞭解並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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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官方則提出10個方法：

• 4.奇怪的排版：

• 許多不實報導的網站都會出現錯字或奇怪
的排版。如果您發現這些跡象，請多加留
意。

109年廣電媒體識讀公民培力推廣計畫

https://www.facebook.com/help/188118808357379


臉書官方則提出10個方法：

• 5.可疑的圖片：

• 不實報導經常使用經篡改的圖像或影片，
有時候也會盜用真實的相片來斷章取義
、 混淆視聽；因此您可以搜尋這些相片
或圖 像來確認原始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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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官方則提出10個方法：

• 6.檢查日期：

• 不實報導可能會出現不合理的時間順序，
或是篡改事件的發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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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官方則提出10個方法：

• 7.查找資料來源：

• 檢查作者的資料來源，以確認報導內容的
正確性。

• 如果證據不足或找來匿名的專家背書，就
有可能是不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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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官方則提出10個方法：

• 8.參考其他報導：

• 如果沒有其他新聞來源報導同樣的內容，
便可能是不實報導；

• 如果有多個具公信力的來源都報導了相同
的內容，則新聞內容較可能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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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官方則提出10個方法：

• 9.報導是否只為博君一笑：

• 有時候，不實報導和幽默或反諷只有一線
之隔。

• 您可以看看新聞來源是否以嘲弄時事著稱，
以及報導的細節和語調是否帶有玩笑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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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官方則提出10個方法：

• 10.只分享你相信的訊息：

• 閱讀報導時，記得保有批判性思考，並僅
分享您認為可信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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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