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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科學在您心中是…

考試用的科目??

科學家的工作??

一種生活態度??

自然科學為主??

真實客觀存在??

……還有更多更多不同的答案

 Scientia

 指學問或知識

字源

 產生知識來幫助
人類更了解其生
活環境

 預測或利用未來
的生存環境

目的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說起科學傳播…

起源：追溯至17世紀英國ROYAL SOCIETY為對其
海軍拓展疆域的新軍所做的傳播工作，延伸到18, 

19世紀。1990年後成為許多國的公共政策

目標：增進人們對科學目的之認識以及涵化人們對科學
應有的知識

持續的科學傳播活動旨在提昇科學素養

覺知
Awareness

享受
Enjoyment

興趣
Interest

意見
Opinion

理解
Understanding

對科學新知的
熟悉

對科學的感性回
應、欣賞科學

對科學或科學播
自發性參與意見

科學相關態度形
成、重構或鞏固

對科學內容、過程
與社會因素的瞭解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說起科學傳播…

工業化初期：

博物展示、印刷媒體

20世紀：

電子媒體、系統行動/緊張關係

21世紀：

新媒體時代、公民科學參與

 科學的公眾展示
 大眾傳播媒介

 科普節目增多
 科學界VS媒體

 整合科技推廣
 科學與社會距離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說起科學傳播…

科學傳播活動有那些?!

雙向
交流

單向
傳播

針對
一般
民眾

針對
專業
人員

科學
參訪

科普
推廣
活動

廣播
電視

報紙
雜誌

宣傳
手冊

光碟
DVD

電子
報

專業
社群

手冊
指南

研討
會

工作
坊

新媒
體

專題
講座

博物
館展
示

科學
競賽

網站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科學傳播不容易…

記者與科學家在“事實的重要性”上觀點不同…

新聞性的判斷：

記者VS科學家

門檻
Threshold

意義/
共鳴

關聯性

發生
頻率

延續性

同業
競爭

壞消
息

可信度

知名度
出奇
不意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科學傳播不容易…

媒體上假科學

個案2：

個案1：

個案3：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科學傳播不容易…

記者VS科學家

記者：期待科學
提供肯定答案

科學家：旨在提
出問題與疑義，
再找解答

記者：找出故事
中的感性層面

科學家：力求公
正客觀

記者：尋找結果，
那怕是暫時或片段

科學家：需力求
反覆驗證，小心
求是

記者：偏好科學
家革命性發現

科學家：追求累
積性與合作性發
展

記者：點出對立性，
展現言論間差異

科學家：遵循精
確與權威

記者：作業時限截
稿壓力

科學家：需依規
劃進度完成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科學假新聞怎麼來…

施蘭姆(Schrumn)傳播模式

傳播者 製碼 訊 息 解碼 受訊者

通道

回 饋

經驗領驗

經驗領驗

重要的傳播元素：

傳播者

訊息內容

訊息通道

受訊者

傳播效果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科學假新聞怎麼來…

可能影響科學傳播的因素

可信度

資訊守門人

訊息複雜性 內容結構

媒體屬性

訴求手法

知識落差

媒體素養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科學假新聞怎麼來…

假科學新聞的常見手法

傳播者

手法1：搏取曝光機率

手法2：偽裝專家形象

手法3：暗藏行銷業配

可信度

資訊守
門人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科學假新聞怎麼來…

假科學新聞的常見手法

手法1：斷章取義的結果

手法2：移花接木的組裝

手法3：無中生有的編造
訊息內容

訊息複
雜性

內容
結構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科學假新聞怎麼來…

假科學新聞的常見手法

手法1：專有名詞的誤解

手法2：聳動誘人的標題

手法3：煽情激烈的播報
訊息通道

媒體
屬性

訴求
手法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科學假新聞怎麼來…

假科學新聞的接收

手法1：科學認知不足

手法2：被動接收習慣

手法3：媒體素養欠缺
受訊者

知識
落差

媒體
素養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防制科學假新聞…

預防的建議

科學素養：

資料查証：

媒體素養：

媒體自律

 提昇科普知能
 養成科學態度

 推廣查証平台
 鼓勵檢舉反應

 強化媒體素養
 減少被動接收

 健全管理規範
 培養專業人才



掃瞄媒體上的假科學!

防制科學假新聞…

參考的鏈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