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麥克風
媒體識讀ONAIR中！

公民培力推廣計畫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宜蘭縣蘭陽創新發展協會



聲 音 潮 流 ！
PODCAST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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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發展及正聲歷史
廣播不只做DJ
電台轉型多元服務
(影片播放)



廣播不只做DJ
串流時代音樂到理財
電台轉型（多元服務）
斜槓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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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PODCAST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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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ON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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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聲廣播網路收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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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也有在地原創PODCAST嗎？

不定期討論宜蘭最夯的大小事

由宜蘭在地年輕人，發起錄製的PODCAST節目，
聊宜蘭最近發生的大事與小事，報導許許多多宜
蘭在地青年的返鄉故事、社會發聲者，監督政府
施政的以及宜蘭的溫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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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推薦介紹

關心環境㇐點都不難，除了自帶環保餐具之外，你有沒有想
過，我們還可以做哪些對地球有幫助的事？
跟著第㇐季的主持人VIVIAN㇐起認識環境議題，節目將視議題
安排新聞導讀、路人Q&A及專家開講，快來收聽、關注並且成
為守護地球的綠青！

J R健康新幹線，身體健康看得見，維持體態，營養資訊不漏
接 由「帥氣營養師」Ricky，加上「甜美專業主持人」白白
Jay  帶大家認識更多營養知識、調整體態
㇐起邁向健康的人生！



媒體識讀ONAIR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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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沒有看過這些訊息？

案例來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案例來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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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想㇐想，哪裡有問題？
(有獎徵答3位)

「我在12年前去洗牙時，醫生說我有嚴重的牙周
病，他寫㇐張轉診單要我去治療，當時我想到以
前我在報紙上看到報導-用鹽水漱口治療牙周病的
方法：每天晚上洗牙後含㇐口鹽水漱口2分鐘，
鹽水越濃越好。用㇐個小小的玻璃瓶，泡㇐瓶濃
濃的鹽水，每天晚上含㇐口鹽水漱口，3個月後
我回去看牙醫，醫生說牙周病完全好了。」



案例及查證資訊來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公民培力推廣計畫
【YOUTUBE】"鹽"來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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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及查證資訊來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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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鹽"來很厲害-小結

文案觀察

標題：過度吸引人？
內文：誇大？療效？

查證方式

詢問專業醫師
查詢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保持懷疑

真的對嗎？
有沒有可能是假訊息？



案例來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破解資訊來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真相闢謠專區：HTTPS://REURL.CC/4MD6EV

公民培力推廣計畫
【LINE】流傳衛福部公布大腸癌的主因來自十大恐怖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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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及查證資訊來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LINE】流傳衛福部公布大腸癌的主因來自十大恐怖美食

文案觀察

標題：引人害怕？
內文：強調功效？

查證方式
詢問專業醫師
查詢衛生福利部官網、
諮詢專線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觀看信賴度高的雜誌
媒 體(康健雜誌等)

保持懷疑

常常看到就沒錯嗎？
朋友傳來㇐定對？
有沒有可能是假訊息？



公民培力推廣計畫
內容農場是什麼？

目的

創造流量
賺取網路廣告分
潤 建立的網站

手法
多 以 各 種 合 法 、 非
法 手 段 大 量 生 產 文
章 ， 原 創 性 少 ， 內
容 的 真 實性難以確認
。

辨別
網站簡陋
文 章 普 遍 煽 動 性 高 、
標題聳動
GOOGLE 發 現 該平
台 的 文 章 出 現 在 許
多 不 知名網站

內容農場造成假訊息亂竄，民眾不易辨認外，亦恐於政治事件上發揮影響力
案例及查證資訊來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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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農場是什麼？

1.標題殺人
2.廣告版面多
3.內容真實性有疑慮



案例來自三立新聞台
此案例會播放影片

公民培力推廣計畫
【新聞】200萬噸柚子丟水庫 害柚子掉價6-7成



案例來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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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傳】瘦肉精的爭議

查證：
㇐、台灣家樂福表示，目前紐西蘭及澳洲肉
品皆正常供貨，並沒有傳言指稱的情況。
二、根據財政部關務署最新公開資料，截至
2020年8月，紐西蘭及澳洲皆有牛肉輸入
至台灣。因此，傳言為「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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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爆炸世代應該養成的習慣？

查證

使用查證工具確
認 上網找資料或
證據

過濾＆辨別訊息

誇大其詞的文
字 不合時空的
圖片 文章出處
與源頭

不渲染
不 隨 意 分 享 轉 貼 未
查 證的訊息
避免淪為情緒的出口

查證需要時間，所以你需要善用現在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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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亂源在哪？

結構問題
1.搶獨家報導
2.侵犯隱私權
3.置入性行銷
4.收視率王道

報導方式
1.未經查證的畫面
2.缺乏客觀性
3.造神運動
4.政媒結合
5.造謠爭議
6.煽動輿論

網路轉貼
個版轉貼也是媒體

除了「內容農場」等假訊息來源，小心別讓自己也成為亂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