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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資訊知識智慧

• 資料(Data)：一連串尚未整理的原始數據，代表組織
或週遭所發生事件的紀錄。

• 資訊(Information)：資料已被整理成對人而言是有意
義且有用地格式。

• 知識(Knowledge)：經整理過有用的資訊，可協助專
家對某些特定事物的判斷或專門經驗。

• 智慧(Intelligence)：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資訊爆炸＆資訊焦慮

• 資訊爆炸：
印刷術的誕生讓知識和資訊得以透過書籍快速的流通，
而在網際網路誕生之後，知識傳播在速度和便利性上
都獲得了巨大的提升。當可用的資訊增加後，管理上
的反而變得困難，更可能導致資訊超載。

• 資訊焦慮：
過於執著於收集資訊，不管資訊是否與自己有關，是
否有用，只要有可能，都儘可能多的收集資訊，但是
不加以分析，只是單純占有。



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於 2017 年報告裡，把錯、偽資訊稱為「資訊
失序」(Information Disorder)，並以「錯誤」與「惡意」分成三種：

錯、偽資訊

Council of Europe (2017). Information disorder: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 From 
https://edoc.coe.int/en/media/7495-information-disorder-toward-an-interdisciplinary-framework-for-research-and-policy-making.html

錯誤消息
Misinformation

與事實不符
但沒有惡意

不實消息
Disinformation

與事實不符
且具有惡意

錯誤 惡意

惡意消息
Malinformation

符合事實
但具有惡意



假新聞(Fake news)

假新聞為以不實資訊誤導大眾，以帶來政治、經濟、市場、或心
理得到成就感和利益的新聞或宣傳。

Elle Hunt 指出，假新聞包括幾種基本的型態：

• 純屬虛構的訊息

• 只提供片面事實的訊息

• 品質低劣的真新聞

• 具有政治意圖的操控式新聞

• 假扮成新聞，但有廣告和行銷動機的報導。

假新聞以容易引起讀者注意的標題，加上部分或完全假造的資訊
內容，提供給讀者，以此誤導讀者，獲得商業利益（譬如廣告收
入），或政治目的。
Elle Hunt,”What is fake news? How to spot it and what you can do to stop it”.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6/dec/18/what-is-fake-news-pizzagate



假新聞的七種形式-01

學者 Claire Wardle（2017）將假新聞分為七種形式：

• 諷刺模仿：設計對白諷刺或消遣某個名人，結果造成誤導讀者
信以為真。

• 例如：陳亞蘭與楊麗花情同母女，被誤傳成陳亞蘭是楊麗花的私生
女。

• 誤導內容：內容是真實的，但斷章取義，扭曲原本的意思，讓
人產生誤會。

• 例如：媒體報導某候選人說：「我得不到足夠的人民支持，沒有足
夠的選票，我只好引退。」

• 事實：該候選人說：「如果我得不到足夠人民的支持，沒有足夠的
選票，我便只好引退，感謝大家的踴躍投票，我將盡我的力量，為
我們的國家服務。」

Claire Wardle (2017). Information Disorder: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https://shorensteincenter.org/information-disorder-framework-for-research-and-policymaking/  



假新聞的七種形式-02

• 圖文不符：標題跟內文不相干或不符合，或是連結標題與連結
內容無關。

• 例如：60億人都驚呆了！竟然是他造成的

• 事實：內容與標題無關。

• 偽裝內容：假冒的消息來源，讓人以為有根據而相信。
• 例如：根據英國研究「情侶平均一年吵架312次、星期四為最高峰」

• 事實：實際上只是某衛浴家具商依據自家網站的線上投票結果，寫
成的行銷文案。

• 錯誤情境：有真實事件，但被張冠李戴，誤導讀者產生誤會。
• 例如：塞進去爽！拔出來痛！消防員深夜前往少婦家，原因竟然是

這樣！

• 事實：女子在手指上戴3枚戒指摘不掉，求助消防員。

Claire Wardle (2017). Information Disorder: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https://shorensteincenter.org/information-disorder-framework-for-research-and-policymaking/  



假新聞的七種形式-03

• 捏造內容：惡意捏造的假消息，完全不是事實。
• 例如：英國研究「越會喝酒智商越高！」

• 事實：實際上並無任何醫學根據。

• 操弄內容：惡意操弄事實，搧風點火誇大原本的事件。
• 例如：李晨爆料：范冰冰每天都要兩次，而且每次時間都不短！

• 事實：藝人李晨參加節目，透露女友范冰冰為保養皮膚，每天都要
敷面膜。

Claire Wardle (2017). Information Disorder: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https://shorensteincenter.org/information-disorder-framework-for-research-and-policymaking/  



諷刺模仿 圖文不符 錯誤情境 操弄內容

錯誤消息 不實消息

誤導內容 偽裝內容 捏造內容

無惡意但有可能
誤導讀者

標題、影像和圖
書與內容不相符

真實事件被放在
錯誤情境

真實事件，但被
惡意操弄達到欺
騙讀者效果

對報導對象的資
訊誤用

真實事件，但訊
息來源被變造。
例：新聞農場

100%造假內容，
惡意欺騙讀者

錯、偽資訊對應假新聞形式



假新聞1:
2023一月特別冷，達到寒流天數有十二天？

「傳言引用法國民間氣象網站預測台北天氣，且部分內
容為歷史平均溫度，並不是科學氣象預報，傳言錯誤解
讀法國民間天氣預報資訊，因此為「錯誤」訊息。」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錯誤】網傳圖卡「提供十二月與明年一月天氣預報，明年一月特別冷，達到寒流天數有十二天」？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8568



網傳「如果穿著鞋子的話，身體的電壓大概為0.6伏特，但是打赤腳的話
，電壓會降到大概0.003伏特，相差200倍。身體電量太高的話，容易產生
自由基，促使身體發炎及容易衰老」？

• 專家表示，人體本來就會感測到電壓，但傳言所稱人體帶電量跟健康
狀況有關，並無科學證據。

• 專家表示，自由基是身體新陳代謝的副產品，只要人有新陳代謝，就
會產生自由基，且自由基並非萬惡，自由基參與人體內的重要生物化
學反應，也負責傳遞人體信號，不可或缺。傳言稱「身體放電以後就
不會產生自由基」是錯誤的。

• 專家表示，人體感測到電壓，打赤腳站在地面電壓感測會下降，符合
自然物理原則，網傳影片儀器為測量低電壓的AC電表，影片並沒有解
釋測量到的生理信號代表什麼意義，也缺乏科學驗證。

假新聞2：
身體電量太高的話，容易產生自由基，促使身體發炎及容易衰老？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錯誤】網傳「如果穿著鞋子的話，身體的電壓大概為0.6伏特，但是打赤腳的話，電壓會降到大概0.003伏特，
相差200倍。身體電量太高的話，容易產生自由基，促使身體發炎及容易衰老」？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8298



假新聞3：九頭鳥？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錯誤】網傳影片「這是在湖北省建始縣花坪拍到的，難得一見的九頭鳥。十幾位攝影家，用了62天才拍到此
影片」？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8016

一、網傳影片為北美洲的安娜蜂
鳥（Anna's Hummingbird，學名：
Calypte anna），並不會出現於中
國湖北。

二、網傳影片並非經剪輯而成，
而是安娜蜂鳥的羽色在光影折射
及繞射所呈現的變化。

傳言稱網傳影片為「湖北的九頭
鳥」，因此為「錯誤」訊息。



遊說裴洛西多達16次，共花9400萬
元」？？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錯誤】網傳「在美國司法部網站看到一份文件，看到一家政治公關公司幫助我國聯繫遊說裴洛西多達16次，
共花9400萬元」？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7990



六大資訊素養技能

1. 定義問題 → 我的問題是什麼？（找出問題的焦點）

2. 資訊尋求策略 → 我如何找到？（定出搜尋計畫）

3. 找到並取得資訊 → 我得到了什麼？（分辨資訊的種類）

4. 使用資訊 → 什麼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選擇資訊）

5. 整合資訊 → 我如何將這些資訊整合在一起？（整合及創作）

6. 評鑑 →  我最後學到什麼？（評鑑及回想）



資料評估指標「CRAAP」

五項資料
評估指標
「CRAAP」

Currency

時效性

資料何時產生的？有過更新或修改嗎？是新的還是過
時的？連結可以使用嗎？

Relevance

相關性

資料提供的資訊能夠回應你的主題或問題嗎？誰是這
篇資料的目標受眾？有沒有閱覽更多資料才決定採用
此份？

Authority

權威性

誰是作者/創造者？他(們)具有什麼樣的身分(或來自
怎麼樣的機構)？他(們)能夠對這個主題提出有用的意
見嗎？有聯絡資訊嗎？

Accuracy

準確性

資料的資訊來源是哪裡？有提出證據嗎？有審查過品
質嗎？你能夠透過其他資料或個人知識驗證任何一點
提到的資訊嗎？有文法、拼字錯誤嗎？

Purpose

目的

這份資料提供的資訊目的是什麼(告知、教導、銷售、
娛樂還是說服)？作者/贊助者有表達清楚它們的目的
嗎？是事實還是觀點？客觀還是偏頗？

Blakeslee, S. 2004. The CRAAP test. LOEX Quarterly. [Internet]. [Cited 2017 Dec 22];31(3):6-7. Available from: 
http://commons.emich.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9&context=loexquarterly



5W1H 分析法



辨識新聞真偽

☑️哪間媒體報導的？

☑️媒體的擁有者／經營者？

☑️誰寫的報導？

☑️消息從哪來的？

☑️新聞的新鮮度？

☑️新聞事發的地點？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IFLA）-如何識
別假訊息



課程即將結束，想要回顧的話....

點選「資源查詢」



進入「學術知識服務網」



點選「資訊素養數位教材」

選擇對應主題即可下載



或是....

短網址 https://tiny.one/ref-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