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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將社會事件經由新聞產製流程，透過文字、照片、

影像、圖表甚至動畫等形式呈現給閱聽人

媒體再現



社會的真實樣貌

媒體所呈現的社會樣貌

個人對社會的主觀認知

媒體再現

資料來源：三民版公民與社會一課本

媒體將社會事件經由新聞產製流程，透過文字、照片、影像、圖表

甚至動畫等形式呈現給閱聽人。

客觀真實

媒體真實

主觀真實



媒體內容未必等於真實？

● 媒體所呈現的資訊，都是經過媒體再現後的媒體真實

● 媒體呈現的內容會影響我們看世界的方式，影響公共意見的形成

● 新聞框架：選擇與強調某些部分而忽略排擠其他部分，造成偏見與刻

板印象。＊圖片、標題、內容用詞框架





● 某面向被強調，形成刻板印象

● 脈絡被簡化或過度衍伸



長榮空服員罷工頻遭「厭女」仇恨言論襲擊

● 長榮合法罷工期間，新聞間不斷出現仇視
女性空服員的言論。

● 日本媒體討論台灣長榮空服員罷工事件，
不會特別提及「女性」身分，但台灣媒體
卻特別強調，並出現歧視言論：「貪得無
厭」、「公主」、「18金釵」等「厭女」
言論。甚至男性記者站在男性角度，凝視
與消費女性身體，同時否定她們的勞動價
值與抗議訴求。



Dove日前在Facebook專頁推出旗下潤膚露的新廣告，顯示一名黑
人女模使用後，脫去上衣後變成白人，惹來網民反彈，直斥其種族
歧視，Dove最終撤回廣告及道歉。



媒體所有權影響媒體設框及再現的方式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EItYOsXjM 2:0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EItYOsXjM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JoMqP5UwQ8 1: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JoMqP5UwQ8


2017年，台灣網路廣告量高達330億9千7百多萬，已超過傳統大眾媒體（無線電視、

有線電視、報紙、雜誌、廣播）整體廣告量296億零3百萬，居台灣廣告收入首位。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21年調查顯示，過半網友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瀏覽Line聊

天群組（55.3%），其次依序為Facebook（41.6%），其後才是網路新聞（26%）、

Instagram（18.1%）與Line Today新聞（17.9%）等。

多數年輕閱聽人取得新聞訊息的管道，並非傳統新聞媒體。現代真正扮演資訊提供功

能的是社群媒體，也稱為自媒體(we media)。

新興網路科技平台對傳統的大眾媒體有何影響？





資料來源：沃草公民學院 https://medium.com/watchout/fake-news-example-ec0959930e08

新聞事實查核組織First Draft 研究部Claire Wardle假新聞分類（2017）



錯誤訊息

（Misinformation）

內容有錯誤

但並沒有惡意



揶揄模仿：無惡意但有可能誤導讀者



錯誤連結

•標題黨（clickbait）指在網路中故意或
刻意使用誇張聳動或斷章取義的文章標題，
以吸引人們點擊觀看內文，但內文往往平
淡無奇或標題與內容完全無關或聯繫不大。

https://star.ettoday.net/news/2541503

https://star.ettoday.net/news/2541503


錯誤情境

真實事件被放在錯誤情境

扭曲談話原始脈絡





偽裝新聞

真實事件，但訊息來源被變造
偽裝成媒體或公眾人物
（內容農場、假裝其他身份發言）

（1）內容農場頻道
（2）聳動標題
（3）AI 配音
（4）沒有消息來源



操弄內容
真實事件但被惡意操弄以達到欺騙讀者效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tK1JT__l0&t=33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tK1JT__l0&t=33s


造假內容



媒體近用與媒體監督

• 大法官釋字364號解釋文中，宣示每個人都有平等接近和使

用媒體的權利。

• 接近權是指民眾以被動、有限度方式，在大眾媒體上表達言

論，包括更正權（訂正不實報導）、答辯權（回應不公平說

法）；使用權是自行製作節目，用自己的原聲原音在大眾媒

體上發言，不被大眾媒體剪裁、壓縮；甚至擴大到人民要求

公平分享電波頻率，自行建立及經營媒體的權利。



監督媒體行動方案

1

4

3

2

確認監督對象

論證報導應改進之處

執行監督行動

反思與修正



尋找並確認監督對象1

聳動或誇大不實的標題

數據或消息來源不明

各種刻板印象

立場偏頗、片面報導

置入性行銷



辨識假新聞步驟

1. 標題想傳達什麼情緒？辨識訊息前辨識情緒

2. 哪一家媒體？文章作者是誰？

3. 發布日期：這篇文章過去出現過嗎？

4. 檢視內文：何人、何事、何時、何地、如何、為何？

5. 圖片素材出自何處？圖片有被移花接木嗎？

6. 內文消息來源是誰？

7. 聽過文中的專有名詞嗎？專業人士有何看法？

8. 作者的報導有多客觀？

修改自親子天下
https://feature.parenting.com.tw/static/oprojects/109fakenews/?fromid=inarticle&id=007966

https://feature.parenting.com.tw/static/oprojects/109fakenews/?fromid=inarticle&id=007966


誤導真相檢核表

1) 我看到的這段敘述是真的嗎? 

2) 它會改變我對事物的看法嗎? 

3) 它可能影響我的行為嗎? 

4) 溝通者有什麼意圖，這段敘述能幫他們達成自己的目的嗎? 

5) 他們可能省略了那些事實或脈絡? 

6) 他們用證據來支持自己的敘述了嗎?那些證據可靠嗎? 

7) 同樣的事實可能用其他方式來陳述嗎?如果換個方式陳述，意義會不會改變? 

8) 這段敘述的立論根據，是關於道德、吸引力或金錢價值的主觀判斷嗎? 

資料來源:MacDonald, H.(2018)。後真相時代 : 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臺北市:三采文化。



論證報導應改進之處2

提出證據及論證

1.說明言論出處和爭議所在：不實訊息出現的時空情境，叙明訊息出現的人
事時地物等元素，使用文字加上截圖，並點出事實爭議所在。

2.決定與事實相關的目標證據：根據擬查核事實的性質，決定尋找哪種證據
檢核資訊及數據來源出處、檢查報導時間順序、找尋先前的圖片及資訊。
參考其他報導、與知名新聞來源的連結做比較。

3.查詢消息來源或領域專家
事實與證據之間的關連難以認定時，參酌訊息提供者或相關領域專家的證詞。



以圖搜圖

影片也可以用inVID檢核，但Deepfake難檢核

查核圖片，就必須找出這張圖片更早出現的事實，當作圖片造假的證據。
兩種錯誤類型圖片：變造、缺少上下文（不相干卻放一起）





Google Maps 地理定位查詢



Google語法
site:在特定網站中尋找
生物戰劑 site:facebook.com 

生物戰劑 site:udn.com

固定時間範圍搜尋
after:2023/07/09 before:2023/07/11

Intitle：搜尋標題關鍵字
生物戰劑 intitle:美國

Filetype:搜尋特定文件形式

使用引號“”固定關鍵字



小心偽專家

BNT疫苗來台有譜？藥師曝隱憂：執政黨意識型態大於專業採購
盧秀燕滿意度民調破7成名醫分析曝她掌握一關鍵
台大名醫看513大停電 揭台電發言人「背後沒說的事」
小資女存款不到5萬！嘆「怎投資理財」 律師揭致命關鍵
疫苗沒人打！律師：快接種危機隨時會爆發
台灣為何少子化？律師揭「1大潛在因素」：這要怎麼生？
六都酒駕取締數誰最高？藥師看完點名他：認真點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425003623-260407?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426003704-260407?chdtv&fbclid=IwAR1ZM3DFeZdQGaMaAfAfPzVKWkyZJINXGPmYRRo7fHH-sgJ0kjl7QvgOngs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513/1981299.htm
https://www.nownews.com/news/5235529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05-04/570049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929184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508004285-260407?chdtv


假新聞、錯誤新聞查核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9144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https://fact-checker.line.me/

LINE訊息查證

https://www.mygopen.com/

Mygopen

https://cofacts.tw/replies

真的假的

https://www.rumtoast.com/

蘭姆酒吐司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9144
https://fact-checker.line.me/
https://www.mygopen.com/
https://cofacts.tw/replies
https://www.rumtoast.com/


中文版國際媒體，如美國的美國之音、紐約時報、英國BBC、德國DW、
日本NHK World和日本經濟新聞等，都是可信度較高的資料來源。

https://www.voacantonese.com/
https://cn.nytimes.com/zh-hant/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
https://www.dw.com/zh/%E5%9C%A8%E7%BA%BF%E6%8A%A5%E5%AF%BC/s-9058?&zhongwen=trad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zt/news/
https://zh.cn.nikkei.com/


執行監督行動3

• 所有公民都有媒體近用權

• 從忠實讀者想更了解事件、以及為何有報導上的差異出發

• 就事實論、觀點並陳、少批評語氣、不要被激怒

• 動之以情，指出該報導對閱聽人的影響

• 同報導多家媒體同時監督

如何跟媒體解釋溝通，明確的表達自己的訴求並說服改善報導



反思與修正4

●截圖前後比較，對實施監督後報導改善的程度滿意嗎？

●反思監督過程促成監督成功或失敗的因素有哪些？

●從監督過程學到了什麼？

●你從哪些媒體或資訊工具獲取訊息，其性質為何？

●你的資訊來源有哪些？單一還是多元資訊來源？

●如何改變資訊來源？



參考資料
• 破擊假新聞—解析數位時代的媒體與資訊操控（2020）。王淑美、陳百齡、鄭宇君、劉蕙
苓、蘇蘅。三民書局。

• 公視《記者真心話》媒體素養君竹講給你聽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hfj29-zn1-WuHpt_zsaQmTljob8nMRhq

• 親子天下：破解假訊息的數位思辨力
https://feature.parenting.com.tw/static/oprojects/109fakenews/?fromid=inarticle&i
d=007966

• https://medium.com/watchout/fake-news-example-ec0959930e08

• 泛科學「科學新聞解剖室」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hfj29-zn1-WuHpt_zsaQmTljob8nMRhq
https://feature.parenting.com.tw/static/oprojects/109fakenews/?fromid=inarticle&id=007966
https://medium.com/watchout/fake-news-example-ec0959930e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