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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大爆炸！
資訊真真假假！看到聽到的就是真的嗎？

如何判斷生活中的假訊息？



偵查小遊戲！
你能成功判斷這些訊息的真假嗎？















【網路訊息停看聽】

查證思辨㇐個都不能少



影片連結： https://isafe.moe.edu.tw/file/2643

影片欣賞



你生活中的假訊息？



網路謠言五大類

1.恐怖型—
利用人類恐懼的心理作用來散佈的謠言

「旅行者小心，如果你昏迷醒來後發現自己躺在旅
館充滿冰塊的浴缸中，小心你的腎臟已經被取走了」



網路謠言五大類

「香腸不能和養樂多㇐起吃，會致癌。」



網路謠言五大類

2.陰謀不軌型—
企圖動搖消費者對於某公司或企業的信心
或報復心態散佈的謠言

「知名肉鬆店的肉鬆是棉花做的！」

「XX牌衛生棉裡有蟲！」



網路謠言五大類

「知名明星XXX過世了！」



網路謠言五大類

3.病毒型—
通常是警告你最近有什麼病毒，
或是什麼檔案不要開的信。

「只要點入XXX為開頭的信件，你的銀行卡資訊就會外流！」



網路謠言五大類

4.憐憫型—
利用人類同情心誘導轉傳。

「只要你轉給其他人，就會有人幫你捐錢。」



網路謠言五大類

5.貪心型—
利用人類貪小便宜的心態誘導轉傳。

「只要你轉寄這封信，比爾蓋茲與迪士尼就送你免費的旅遊！」



網路謠言五大類

「分享連結送貼圖！」、「分享貼文抽機車！」



查證技巧 5W1H

5W1H
資料真實性與完整性判斷：

Who：事件主角

What：發生的事件

When：何時

Where：何地

Why：為何發生

How：事件是如何發生的



訊息查證方式、平台推薦



臥底範例：美玉姨

偽裝成阿姨的審查機器人：利用抓取關鍵字
的技術，即時查證。

資料來源：美玉姨官方網站
https://www.checkcheck.me/

審查臥底

將美玉阿姨加入群組

聊天後，若偵測到可

疑訊息，會立即針對

該訊息進行比對，並

提供相關查證內容給

你參考！幫你第㇐時

間避開雷區！



但如果連美玉阿姨都可能是假的？
聽說…美玉阿姨是個會在群組裡盜竊個資的陌生人，根本不是機器人！



這時我們就需要…

訊息查證平台！



TFC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第三方查證平台

㇐、「美玉姨」LINE聊天機器人的開發者不是唐鳳，
是台灣工程師徐曦。

二、「美玉姨」並不能取得用戶個人資料，也不會
儲存訊息。



Co-Facts 真的假的

第三方查證平台

Line 訊息查證



蘭姆酒吐司

第三方查證平台

MyGoPen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即時新聞澄清

官方查證平台

法務部調查局-新聞快報



大家來找碴
你現在能成功判斷這些訊息的真假了嗎？















大家來找碴



大家來找碴

Where：

1.台灣有「醫管局」、 「地鐵」？

2.「信息」並非台灣常用用語

3.「里」並非繁體字

訊息可能是其他國家的狀況

When：

沒有表明哪㇐年的三月底前

訊息可能已經過期

參考資料：【錯誤】網傳「醫管局發出通知，流感預防的方式，就是要保持喉嚨黏膜的濕潤...」？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366

先問問自己： 1.香港才有「醫院管理局」。

但香港醫院管理局早在2018

年1月4日就澄清，該局並沒

有發出這則訊息。

2.醫師指出「保持喉嚨黏膜

的濕潤」、「不能讓喉嚨乾

燥」、「喝溫水」等方法，

並沒有醫學研究證實可以有

效預防流感。

事實是：



產製/觀看內容
都需留意的6件事！

面對真假難辨的資訊，我們還能怎麼做？



• 公信度如何？還是只是內容農場？出品單位

• 單位背後的支持來源？政黨/企業？誰的單位

• 是否有專業撐腰？多年關注議題？作者背景

• 專家學者還是道聽塗說？消息來源

• 過時的資訊與新聞？何時發生

• 與事實兜不起來？發生在哪

內容產地標籤



經營自媒體
需具備哪些媒體素養？



製作內容應留意…

內容
正確

客觀
中立

傳播
價值

不濫用
影響力 不侵權



身為閱聽眾
需具備哪些媒體素養



當閱聽人時要…

保持
懷疑

自我
反省

有同
理心

不要
盲從

篩選
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