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與資訊素養——資訊判讀

訊息可信度評量



網路新聞媒體共同創辦人 
IORG 共同主持人 

教育工作者

台灣放伴教育協會 

理事長

王希



今天旅程

• 媒體識讀裡的迷思 

• 不只是假新聞 

• IORG：從資料科學研究 

• 訊息可信度評量 

• 放伴：課程設計經驗分享



媒體識讀



媒體識讀



這是假新聞嗎？

媒體識讀



這是假新聞嗎？

媒體識讀



媒體識讀裡的迷思

我們其實都很好騙！

媒體不是都應該客觀中立嗎？

不看新聞，就不會被假新聞騙？

媒體識讀



你看過這種「新聞網站」嗎？
不只是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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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裡的那些假消息
不只是假新聞



當理化老師遇到老高
不只是假新聞



YouTube 裡的那些假消息
不只是假新聞



當你沒有為任何產品付費，你就是那個產品！ 不只是假新聞



2016 英國脫歐公投：大數據如何影響民主？
不只是假新聞



資訊操弄
假訊息

假新聞



2019 成立 個案研究 

心慌週報 

論述 資訊操弄 政治宣傳 

COVID-19 疫苗專題 

學術論文

🧬 資料科學研究

👪 資訊判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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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驗證 
公眾信任

我國第一篇刊登於國際醫療期刊的 
COVID-19 謠言封閉平台傳播研究

iorg.tw/s/2021

https://iorg.tw/s/2021


IORG 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

• 跨領域：媒體工作者、社會科學家、資料工程師等跨領域成員 

• 可公開驗證的資料科學研究方法 

• 論文著作： 

• 與中正大學資工系助理教授王銘宏合著 

• 提出將大量訊息有效率分群的演算法 

• 國際醫療期刊 JMIR Medical Informatics 2021 年 11 月錄取發表 

• 我國第一篇針對封閉平台上 COVID-19 謠言傳播的研究，並發表於國際期刊

的學術論文。 

• 資訊判讀教育：至今舉辦超過 100 場資訊判讀工作坊 

• 新書預告：《資訊判讀力》2022 年 5 月出版。

資料科學



「訊息可信度評量」4 步驟：

• 步驟 1：拆解訊息→區分事實與觀點 

• 步驟 2：查核事實「來源」及「內容」 

• 步驟 3：檢驗推論過程是否合理 

• 步驟 4：檢查可疑標籤及資訊操弄標籤

可信度評量



訊息可信度標籤

事實來源的操弄 事實內容的操弄 推論過程的操弄

• 沒有提供來源 
• 未證實來源 
• 錯誤來源 
• 來源不具專業 
• 經驗上來源不可信 
• 假造來源

• 無法證實的內容 
• 包含錯誤內容 
• 變造內容

• 尚待科學驗證 
• 不當因果關係 
• 不當訴諸權威 
• 引起情緒 
• 沒有證據的推論 
• 證據不足的推論 
• 沒有因果關係 
• 以偏概全 
• 錯誤類比 
• 陰謀論

IORG 研究整理

可信度評量



小提醒

• 訊息可信度評量是一種分析和思考的工具，不是權威認證。 

• 提供個人思考：這則訊息「對你來說」可信、不可信的理由。 

• 提供討論的框架：讓討論更有結構、釐清共識與歧異

可信度評量



【實作範例】
可信度評量



【實作範例 】判斷可信度

• 事實： 
• 觀點： 

• 事實標籤： 
• 推論標籤： 

• 判斷可信度：

可信度評量

喝熱水、熱茶，就能防止病毒

病毒不耐熱、會在喉嚨停留 4 天

未證實來源、包含錯誤內容

證據不足的推論

資訊操弄



【實作練習 1 】
可信度評量

2017年諾貝獎出爐：你變醜和變笨的原因他們終於研究出來了—熬夜 

來源：澳洲Mirror 

就在10月2日2017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頒布了！獲獎者是杰弗理·霍爾（Jeffrey C. 

Hall）邁克爾·羅斯巴殊（Michael Rosbash）和邁克爾·楊（Michael W. Young） 

他們獲獎的研究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自己開始變醜變胖變笨了？而原因也很簡單：

熬夜！這三位科學家深入鑽研了我們的生物鐘並且闡釋了它內在的原理闡釋了植物、動物以

及人類如何調節自己的生物節律使其與地球的旋轉保持同步同時還列出了當生物節律與地球

的旋轉不同步時，所能造成的影響。翻譯成人話就是：“他們解釋了一下為什麼半夜總有人

不睡覺而是修仙以及修仙所造成的危害。” 

可能有人會覺得，熬夜多大點事，自己身體好著呢，只要熬夜之後多休息，再補回來就行

了，怎麼可能還變醜變笨呢？如果你這樣想，那你可太天真了…因為隨著研究的深入，三位

科學家發現，晝夜節律的紊亂，與內分泌代謝疾病，例如肥胖、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

嚴重的腦部疾病，例如阿爾海默病，乃至腫瘤的發生發展都有關聯。簡而言之，2017年受

全世界關注的諾貝爾醫學獎，其實就在告訴所有人一件很簡單的事：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

事，按時吃飯，到點睡覺，別熬夜了！ 拿起手機測試 
你的資訊判讀力吧！



【實作練習 2 】
可信度評量

驚人的秘密！史前巨人真的存在！ 

這個網站上有圖有真相，三位工作人員正在進行考古勘探，這
副巨人骸骨與三人相比顯得極其高大，估計已經達到了 5 米左
右的高度。但考古界為了維護人類和進化論的「正統地位」，
卻將他們發現的巨人骸骨全部毀滅。 

連中時新聞網都有新聞報導「史前 
巨人真的存在？證據化石出土 專家 
鑑定震驚不已」。這個歷史真相被 
主流媒體刻意隱瞞，還讓我們相信 
人類是猴子變來的！

拿起手機測試 
你的資訊判讀力吧！



台灣媒體很爛！ 

真的只是因為台灣媒體很爛嗎？



《親子天下》  

2019 中學生 

媒體素養調查



遠見 2019 社會信任度調查

• 新聞記者信任度最低 

• 老師信任度排名第三



放伴資訊判讀教育

2021 年行動足跡 

• 媒體識讀 → 資訊判讀 

• 70 校 國小 + 國中 + 高中 

• 1,300 老師 研習 + 共備 

• 1,600 學生 課程 + 營隊



讓學生在校園裡學到第一堂資訊判讀課， 

而不是在收到假訊息受騙時。



今日回饋問卷 早鳥預購登記

email：josh@iorg.tw 

歡迎邀約、詢問、聯繫 Thank you :)

加入放伴LIN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HOk3mhiSsg2f_uhBbTGn7k9LnefpqpGDfNBGqVA7QADnv3Q/viewform
mailto:josh@iorg.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KoKB0-GGvslh5g2mSAqhiHYzfZTqyiidBZ0GcgfPbHw09Gw/viewform?usp=sf_link
https://liff.line.me/1645278921-kWRPP32q/?accountId=373blu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