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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親職 
Digital parenting 



2020 /21 疫情下的改變 
新媒體文化 





三合一法則 

一起閱讀 一直聯繫 
一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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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有法 
How to fact check 



 
一齊 Fact Check？  



事件一 : 5G傳播新冠肺炎 

 



真相:  
科學家稱5G傳播病毒的陰謀論「完全胡扯」  



事件二: 30萬劑復必泰疫苗料四月中耗盡 
，想接種要趁早 



 



真相隨時間而改變 
 



事件三：威廉王子公開舉中指 

 



事實真相 

其實當時威廉舉高三隻手指，

表示自己有三個小朋友。他向

在場的記者笑言：「我們很開

心，非常快樂，但現在亦有三

倍的擔憂！」又說：「我們今

次沒有讓你們等太久了。」

(HK01，2018) 

真相三：威廉王子公開舉中指 



事件四 : 胖是工傷，越努力、越肥胖 
 



查證 -  【部分錯誤】媒體報導：英國研究證實越努力工作，越易發胖？  

● 爭議點一：「越努力工作的人，越容易

發胖」之說法從何而來？是否真的有這

項研究？  

● 關於媒體報導「越努力工作、越容易發

胖」之研究，經查，係來自 2 0 1 1 年英

國布里斯托大學（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B r i s t o l ）的論文〈 P l a y i n g  a  

c o m p u t e r  g a m e  d u r i n g  l u n c h  

a f f e c t s  f u l l n e s s ,  m e m o r y  f o r  

l u n c h ,  a n d  l a t e r  s n a c k  i n t a k e 〉。  

 

● 爭議點二：報導指稱：「越努力工作，

越容易發胖」，是否為該研究之結論？  

● 該研究結果僅證實，用餐時分心，不僅

會攝取較多的食物、用餐過後會立即降

低食物的飽足感，而且對食物記憶也較

差。但並未提及「工作」或「努力工作」

等字詞。  

 

● 因此，「越努力工作，越易發胖」，為

「部分錯誤」訊息。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189 



 
 「後真相」時代  

 



「後真相」時代  

(未經證實資訊) 

創造資訊過程 

接受資訊過程 

與個人信念比客觀事實更重要 
訴諸情感 Feeling >> Fact 



假新聞  (Fake News)  

錯誤資訊  (Mis informat ion )  

 
不實資訊  (D is informat ion )  

可疑資訊 

ＹＥＳ ＮＯ 有特定的目的？ 

煽動他人？ 

(Intention?/Action?) 

包裝成新聞、未經查證 



虛假資訊特徵 誇張標題 

(exaggerated title) 

明顯修圖/  

圖片角度 

(sign of editing) 

未註來源 

(unknown source) 

未註日期 

(unknown date) 

可疑網址 

(suspicious website) 



家長錦囊 
Parent’s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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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資訊的步驟  

5W1H 

What 

• 哪間媒體報導的？ 

• 這間傳媒的立場是甚麼
? 

Who 

• 報導訪問了誰?？ 

• 媒體的擁有者／經營者？ 

Why 

• 這個新聞適合報導嗎? 

• 為甚麼要報導? 

Where 

• 哪裡發生的事件？ 

• 消息(內容、圖片、影像
)從哪來的？ 

When 

• 何時的新聞? 

• 何時報導? 

How 

• 這個新聞如何呈現內容
? 

• 你如何看待這個新聞? 



事件四 : 胖是工傷，越努力、越肥胖 
 



每日頭條(2018.09.17)https://kknews.cc/zh-hk/health/grqqx38.html 

 

 

• What 

• 哪間媒體報導的？   每日頭條 

• 這間傳媒的立場是甚麼? ❌  

• Who 

• 報導訪問了誰？ 英國科學家 

• 媒體的擁有者／經營者？ ❌ 

• Why 

• 這個新聞適合報導嗎?   

• 為甚麼要報導?  沒有特別原因、動機 

• Where 

• 哪裡發生的事件？ ❌ 

• 消息(內容、圖片、影像)從哪來的？ ❌ 

• When 

• 何時的新聞? ❌ 2016 / 2018 ? 

• 何時報導? ❌ 

• How 

• 這個新聞如何呈現內容?  

• 你如何看待這個新聞? 



 



 

美國波因特學院（Poynter Institute）推動下組
成的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
Checking Network），自2014年起每年舉辦全
球事實查核會議（Global Fact-Checking 
Summit），並在2016年制定《查核準則》
（Code of Principles），以期共同提升全球事
實查核的作業品質，《查核準則》於2020年3
月更新版本。 
加入IFCN需經過詳細審核其作業是否嚴謹遵
循守則中所訂定的相關規範，而IFCN的認證
並非終身制，若想要持續成為認證成員，就
必須由IFCN的獨立審核顧問逐年評鑑。截至
2020年7月，全球共有99家IFCN認證查核組織。 

疑似內容農場名單 





 



https://youtu.be/5x91umvjQR0 

 

https://youtu.be/5x91umvjQ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