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揪出假新聞的小辮子

對於無所不在的假新聞，我們該怎麼

辦？其實只要仔細觀察和思考，就能揪出

假新聞的小辮子。像有些消息簡直是穿越

時空，來自多年前的「舊聞」再度傳播，

所以要注意新聞的日期。還有追查訊息的

源頭，有的報導是引述別家媒體，媒體又

是轉自網路，最

後發現是不可靠

的言論。新聞報

導提出的統計資

料，我們也要細

心了解其中的意

思，才不會解讀

錯誤。

之前網路上曾出現「震驚！鯊魚在街上

游泳！」的消息，並搭配鯊魚游上淹水陸

地的照片，許多人因此受到吸引，看完之

後也相信並熱烈轉傳。結果這張鯊魚照片

竟是經過修圖合成的！這種聳動的影像

和標題，經常是為了讓人們停留在頁面

上，賺取廣告利益，所以我們必須要保持

警覺，仔細思考，判斷事件合不合理。

另外我們要培養常識來判斷是非，不要

一股腦的相信「專家」說法，像現今出現

熱心的地震達人自行發布地震「預測」，

許多人在 FB上分享這項訊息，造成人心

惶惶。可是目前氣象局的技術只能「偵

測」震波，並發布「地震速報」到民眾的

手機上，讓震央之外的人爭取應變時間，

並無法進行預

測。其實臺灣處

於板塊交界處，

時時刻刻都在發

生大小地震，那

些自稱的「達

人」隨便預測都

很容易命中，他

們並不是根據嚴謹的科學方法來得到結

論，很容易引起民眾不必要的恐慌。

讀完一則訊息，我們要停下來思考合理

性，如果不能肯定真實性就別再傳出去，

不讓謠言淹沒了事實，也是對自己的行為

負責！

現
今了解新聞非常便利，可以看

電視、看報紙，還有在網路上

瀏覽，但虛假的消息也傳得更快了。

前陣子臺灣舉辦了大選和公投，這段

期間謠言四起，影響到選民的決定。

還有 2018年 9月因為燕子颱風侵襲

使日本關西機場關閉，網友表示中

國派專車接送國民，而臺灣官員卻

辦事不力，結果捲起了民怨風暴……

最後發生駐大阪外交官輕生的悲劇；

但實情是根本沒有中國專車進入機

場，這是有人故意製造的假新聞。

假新聞怎麼來？

假新聞或假消息就是錯誤的資訊，

現代網路發達，小道消息已不只在

你和朋友之間口耳相傳，更經由

Line、FB等社群平臺或 PTT等各大

網路論壇散播出去，有時連電視媒體

都跟著報導，我們在生活周遭不經意

的就接收到虛假的資訊，難以隔絕。

這些假資訊有的是人為刻意編造來

混淆事實的，完全違背新聞倫理，例

如媒體做出假影片、自編一段故事來

宣傳給民眾；另外一類是不小心做假

的，可能是發布的人沒有查明事實，

或是斷章取義，但由於大家都相信眼

前所見，訊息仍然傳開，以訛傳訛之

下就產生嚴重錯誤的結論。由於嚴重

的假新聞將影響社會安定，現在政府

單位也正修訂法律，處罰散布假消息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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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同溫層

在資訊爆炸的網路上，不可能把新聞消息全部瀏覽閱讀完畢，所以經過

搜尋功能的改良，現在我們可以只看到自己有興趣的內容，避免浪費時

間精力。在使用臉書等社群媒體時，看到的觀點常常來自興趣、理念相

合的一群人，不易接觸到不同的意見。像這樣的狀況有人形容為「同溫

層」，由於訊息來源單一，有時讓人容易掉入假新聞的陷阱裡。如果能

主動離開同溫層，尋找其他意見，想想看哪些有道理，隨時思考判斷，

或許會有新的收穫，較不易受到假新聞的欺騙！

假新聞，
你信了嗎？

要警覺  不輕信誇張聳動的標題和圖片

找來源  轉發的內容要查證消息源頭在哪裡

看日期  留心新聞的發布日期

讀資料  正確解讀統計資料的意思

懂常識  培養常識就不會被傳聞牽著走

最近幾年屢屢聽到假新聞這個名詞，

錯誤的訊息滲透我們的生活，

你也看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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