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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資訊素養與倫理 



單元大綱 

 網路資訊評估與驗證 

 什麼是網路資訊的特色? 

 為什麼網路特性會衍生不當資訊? 

 有哪些不當資訊? 

 如何進行資訊驗證? 

 

 



飯後吃水果是錯誤的觀念？(是對的嗎) 

 你有聽過嗎?最近在網路上看到大家瘋狂轉
貼-「正確的食用水果的時間」，甚至坊間
出現飯後吃水果易致癌等說法出現。 

☆請回應-請問你有受到影響嗎?你現在是飯
前還是飯後吃水果?請說明有甚麼差別？ 

 



☆網路資訊實例(不當資訊) 

 爸爸賣鞭炮被打 少年下跪救父許多網友留言，
覺得這個社會真的病了、良心在那裡？有網友說，
看到這個孩子下跪好心疼，也有網友大罵年輕男
子只會欺負老小，這種人是「垃圾、臭卒仔、龜
兒子」。 

以上新聞引起3萬網友點閱、撻伐，要肉搜他「踹
共」，向這對父子下跪道歉。 

☆請回應-請問同學看到這則新聞，你會有何反應?
會跟著撻伐、肉搜嗎?請說明為甚麼? 

 

 

https://tw.news.yahoo.com/%E7%88%B8%E7%88%B8%E8%B3%A3%E9%9E%AD%E7%82%AE%E8%A2%AB%E6%89%93-%E5%B0%91%E5%B9%B4%E4%B8%8B%E8%B7%AA%E6%95%91%E7%88%B6-232752241.html


 下跪救父大逆轉 小五兒泡網咖被罰跪 

桃園市中壢警分局龍興派出所員警查訪，昨
天下午找到影片中的小孩，小孩說出是因到
網咖玩，才被爸爸教訓的實況；現場一旁鞭
炮攤的陳姓業主也無奈地向警方說，當時是2
名喝了酒的男子為了管教小孩的問題，當街
吵了起來，過了一會就離開，這和鞭炮攤一
點關係也沒有。 

☆請回應-看到這則逆轉的新聞實，有甚麼感
想?是否對網路上資訊的真實性感到存疑? 

 

 

https://tw.news.yahoo.com/%E4%B8%8B%E8%B7%AA%E6%95%91%E7%88%B6%E5%A4%A7%E9%80%86%E8%BD%89-%E5%B0%8F%E4%BA%94%E5%85%92%E6%B3%A1%E7%B6%B2%E5%92%96%E8%A2%AB%E7%BD%B0%E8%B7%AA-231129281.html


網路謠言 

 番茄有毒？農民被網路謠言打趴 

一向被視為健康、營養的番茄，近期因為網
路出現「生番茄含龍葵鹼有毒」傳言，讓不
少消費者卻步、番茄價跌，農委會和衛福部
上午罕見聯合召開記者會澄清，說明番茄含
的是生物鹼、非龍葵鹼，截至目前沒有吃番
茄中毒的文獻，消費者不要聽信謠言。 

http://udn.com/news/story/7314/777982


網路資訊的特色 

 近用性 
 每個人都可以是網路資訊的接收者或發佈者 

 匿名性 
 資訊發佈者可隱匿身份、性別、組織等個人訊息 

 即時性 
 閱聽者能透過網路快速地取得資訊 

 互動性 
 使用者可隨時隨地透過網路對談、資料傳輸 

 

資料來源：葉恆芬（2000） 



網路資訊的特色 

 異步性 
 使用者不需同時間處在同一傳播的情境 

 多媒體 
 更多元（文字、聲音、圖形、影像）呈現資訊 

 無國界性 
 網路節點相連的資訊網絡，跨越了地理疆界的限制 

 守門程度低 
 網路媒體沒有編輯者可擔任資訊的守門員 

 

資料來源：葉恆芬（2000） 



為什麼網路特性會衍生不當資訊? 

 網路資訊快數增加 

 很少人探討網路資訊的真假 

 缺乏守門人的把關 



網路特性衍生的不當資訊 
網路資訊快數增加 

 
 隨著網路資料數量不斷的快速增加，資料種類繁雜，
如何在網際網路上取得合乎需求的優質資訊，已然
成為網路使用者重視的課題。 

 



網路特性衍生的不當資訊 

 學者指出，沒有人可以知道網路上有多少的錯誤訊
息發生，我們也沒有充分探討這個問題。 

 No one knows how much misinformation occurs on the 
Internet , and this topic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explored. 

 不當資訊（misinformation）至今仍無眾所接受的
定義，有學者指出我們只能從它的來源、特徵來說
明不當資訊的確存在。 

資料來源： Fitzgerald(1997) 



缺乏資訊守門人的控管 

 網路資訊的傳播不像傳統出版品有編輯者，這
種「資訊守門人」可以負責品質，所以許多資
訊未經過專家控管、驗證，就到處傳播開來。  

 



有哪些不當資訊? 

 政黨、種族、性別等個人偏見 

 惡作劇、開玩笑造成的網路謠言 

 色情、賭博、暴力、毒品及藥物濫用 

 侵犯他人隱私 

 散佈另人噁心之資料 

 

 

 



政黨、種族、性別等個人偏見 

 因為政黨、種族、性別等個人偏見造成的
偏頗不公正的不當資訊  

 



惡作劇、開玩笑造成的網路謠言 

 因為惡作劇、開玩笑、惡意傷害造成的網
路謠言。 



謠言的源起 
 謠言 

 是一種缺乏可靠來源、透過口耳相傳的訊息。 

 是在群眾間針對某對象、事件或是符合大眾興趣
的問題，流傳開的一種說明或未經證實的解釋。  

 



謠言與網路謠言 

 網路世界中，人人都是消息的傳播者。 
 網路謠言作為謠言的一種，並未脫離謠言的
基本特性。 

 網路謠言主要的傳播管道是網路，傳播範圍
更廣泛，速度更快。 
 
 
 



謠言與網路謠言 

 網路謠言危害更為嚴重，控制也更加困難，
是人類謠言發展的新階段。  
 

 



謠言與網路謠言 
 



網路謠言的散佈動機 
•惡作劇、開玩笑 
•個人恩怨引起的指控 



網路謠言的散佈動機 

 不滿的顧客藉此報復商家 

 企業競爭對手惡意的打擊商譽 



網路謠言的嚴重性 

 網路上每一則謠言都似是而非，有的附上
照片，有的標示來源，有的更指稱是某專
家學者所言。 
 
 

 
 



網路謠言的嚴重性 

 傳播網路謠言，輕則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重則影響網友生命，而散布謠言者甚至會
觸犯法網。 

 除了網路謠言製造者可能會觸法之外，協
助傳佈者也會有觸法的疑慮。 



網路謠言的種類 

 恐怖型 
 利用人類恐懼的心理作用來散佈的謠言，例如：小心你的腎臟已經被

取走了！ 

 陰謀不軌型 
 企圖想傷害某公司的商譽或報復心態散佈的謠言，例如「科學肯德基

雞肉」等 

 病毒型 
 警告你最近有什麼病毒，或是什麼檔案不要開的信。 

 憐憫型 
 憐憫型的內容通常是只要你轉信給其他人，就會有人幫你捐錢。 

 貪心型 
 例如：只要你轉寄這封信，比爾蓋茲與迪士尼就送你免費的旅遊！ 



網路謠言的防堵 

 

 常上謠言查證網站 

 一般類 NOWnews 網路追追追 
 http://rumor.nownews.com/ 

 http://rumor.nownews.com/2012/04/12/515-2803697.htm 

 http://rumor.nownews.com/2012/04/17/515-2805358.htm 

 醫學類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essay/really.html 

 交通類  http://td.tcpd.gov.tw/cgi-bin/SM_theme?page=43852a2d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
(http://food.doh.gov.tw/chinese/chinese.asp) 

 行政院農委會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
(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home.phtml)  

 
 

 
資料來源：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陳茵嵐（2007） 

http://rumor.nownews.com/
http://rumor.nownews.com/2012/04/12/515-2803697.htm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essay/really.html
http://td.tcpd.gov.tw/cgi-bin/SM_theme?page=43852a2d
http://food.doh.gov.tw/chinese/chinese.asp
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home.phtml


網路謠言的防堵 

 信賴較知名網站 

 透過學校或圖書館許可的連結來蒐集資料。 

 網路討論區的自律 

 討論區的管理機制，如bbs版主或站長，應有自律自覺，
並擔任第一線防堵角色。 

 網路謠言的防堵，不僅是靠網路管理者的過濾，同時作為
網路使用者，也應該多查證內容的真實性，擔負「不製造、
不散播、不轉寄」謠言的責任，可說是「謠言止於智者」、
「網路謠言，人人有責」。 

資料來源：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陳茵嵐（2007） 



如何進行資訊驗證? 

 5W思考法 

 網路資訊評估六步驟 

 資訊驗證五大面向 



資訊驗證之意涵 

 使用之釋詞 
 
 
 
 
 
 
 
 
 
 
 

 我們將辨別網路資訊之可信度的行為統稱為「網路資訊驗證」 
   （Verific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簡稱資訊驗證。 

資料來源： Fitzgerald(1997); Fallis(2004) 



資訊驗證之重要性 

•隨著網路資訊不斷的快速增加，資料種類繁雜，
如何在網際網路上取得合乎需求的優質資訊，已
然成為網路使用者重要的課題。                                                      

•           過去                     現今 
 
 

    

  各領域一直以來對於如何評估資訊的可信度都有所研究 

傳統印刷品 網路資訊 

圖書館 行銷學 新聞學 醫學 



5W思考法 

資料來源：Schrock(1998) 



網路資訊評估六步驟 



網路資訊評估六步驟 



網路資訊評估六步驟 



網路資訊評估六步驟 



網路資訊評估六步驟 



網路資訊評估六步驟 



資訊驗證五大基本面向 

 哪些準則可用來驗證網路資訊？ 

□查看資訊日期 □老師好不好搞定 
□留意作者的資格 □留意是否有廣告 
□這科我有沒有興趣 □是否有作者聯絡方式 
□我家網路快不快 □資訊的連結是否有效 
□是否有過多刺眼的特效 □我的肚子餓不餓 
□資訊是否正確無錯字 □網站是否有註明更新日期 
□資訊發佈目的是否客觀 □資訊內容是否完整詳細 



資訊驗證五大基本面向 

 哪些準則可用來驗證網路資訊？ 
■查看資訊日期 □老師好不好搞定 

■留意作者的資格 ■留意是否有廣告 
□這科我有沒有興趣 ■是否有作者聯絡方式 
□我家網路快不快 ■資訊的連結是否有效 
■是否有過多刺眼的特效 □我的肚子餓不餓 

■資訊是否正確無錯字 ■網站是否有註明更新日期 
■資訊發佈目的是否客觀 ■資訊內容是否完整詳細 



資訊驗證五大基本面向 

資料來源：Flanagin & Metzger (2007) ; Tate & Alexander(1996); Wathen & Burkell 
(2002 ) ;陳茵嵐、周倩（2007） 



資訊的權威性 

 觀察網址 

 是否註明作者是誰？ 

 作者是否具備資格？ 

 作者是否具備聯繫管道？ 

 資訊的發佈者或發佈機構是否具有名聲？ 

 資訊的網站有沒有優良網站的標誌？ 

 



來自政府網站.gov 

有說明資料調查的時間 

有註明資訊發佈的日期 

有指出資料的來源 

有註明網站更新的時間 



資訊的時效性 

 是否有註明其發表日期？ 

 是否有註明其更新日期？ 

 資訊所使用的數據是否有註明蒐集之日期？ 



銷售產品為主的商業網站 

未說明來源的醫學辭典 

介紹仙人掌之成份，
目的為販售瘦身產品 

商業網站，或許可信 



WhoIs資料庫 

 

輸入網址 



 
搜尋結果可見此網站

的隸屬機構 



錯誤訊息傳四年 

 2015年5月新聞，六龜育幼院 果醬永遠吃不完 

一則六龜育幼院缺乏物資的錯誤訊息，四年來在臉書、
通訊軟體流傳，源源不斷的物資讓院方好困擾。 

謠言:「高雄市六龜山地育幼院 

有82位小朋友，卻只有一位老 

師在照顧，急需物資捐助」 

澄清: 2012年3月官網發出鄭重 

說明，四面八方而來的愛心已經 

供過於求，而電視新聞也有報導。 
 

http://udn.com/news/story/7319/909057-%E5%85%AD%E9%BE%9C%E8%82%B2%E5%B9%BC%E9%99%A2-%E6%9E%9C%E9%86%AC%E6%B0%B8%E9%81%A0%E5%90%83%E4%B8%8D%E5%AE%8C


別讓新聞左右 

 將新聞鑑賞融入生活，培養新聞判斷力 

 新聞中的消息來源，是否具備專業素養和權威 

 有無平衡報導 

 是廣告還是新聞? 

 是新聞還是意見? 

 標題或內文用詞誇大不實 
 資料來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ja550112/post/1244671386 



☆作業(討論區) 

☆請回應-曾經有親身經歷或看過與事實不同
的網路資訊或新聞嗎？請舉例說明。(網路謠
言或詐騙等) 

☆請回應-你會用哪些方式來驗證這個資訊可
不可信？請列出過程。 



 


	� 網路資訊評估與驗證�
	單元大綱
	飯後吃水果是錯誤的觀念？(是對的嗎)
	☆網路資訊實例(不當資訊)
	投影片編號 5
	網路謠言
	網路資訊的特色
	網路資訊的特色
	為什麼網路特性會衍生不當資訊?
	網路特性衍生的不當資訊�網路資訊快數增加�
	網路特性衍生的不當資訊
	缺乏資訊守門人的控管
	有哪些不當資訊?
	政黨、種族、性別等個人偏見
	惡作劇、開玩笑造成的網路謠言
	謠言的源起
	謠言與網路謠言
	謠言與網路謠言
	謠言與網路謠言
	網路謠言的散佈動機
	網路謠言的散佈動機
	網路謠言的嚴重性
	網路謠言的嚴重性
	網路謠言的種類
	網路謠言的防堵
	網路謠言的防堵
	如何進行資訊驗證?
	資訊驗證之意涵
	資訊驗證之重要性
	5W思考法
	網路資訊評估六步驟
	網路資訊評估六步驟
	網路資訊評估六步驟
	網路資訊評估六步驟
	網路資訊評估六步驟
	網路資訊評估六步驟
	資訊驗證五大基本面向
	資訊驗證五大基本面向
	資訊驗證五大基本面向
	資訊的權威性
	投影片編號 41
	資訊的時效性
	投影片編號 43
	WhoIs資料庫
	投影片編號 45
	錯誤訊息傳四年
	別讓新聞左右
	☆作業(討論區)
	投影片編號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