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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資訊素養推廣計畫 

【我的小幫手】延伸學習文章 

◼ 教學對象:國小五至六年級 

◼ 主題:網路識讀 

    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使之逐漸成為人們獲得資訊的主要管道之一。根據國

家發展委員會 112 年數位發展調查報告顯示，我國 12 歲以上民眾的上網率為

87.2％的人會透過網路搜尋資訊，無論是生活、旅遊、美食甚至新聞等相關資

訊主要都是透過網路獲得的。每個人只需透過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就能馬

上得到需要的資訊。不過在 Web3.0 的世代中，每一個網路使用者不僅可以下載

接受資訊之外，也可以自行上傳發佈資訊。 

    網路資訊非常多元且豐富，存在對使用者有幫助的資訊，亦有各種不當或

不正確的資訊，目前有許多業者主動推出過濾管理的機制，但可能因網路上資

料的成長速度既多且種類繁雜，而難以有效過濾，另有部分看似正常的網站卻

刻意隱藏不當資訊在其中，讓使用者不易覺察，因此網路資訊的正確性與可信

度常常受到質疑。 

⚫ 網路不當資訊產生的可能原因 

    網路資訊幾乎遍佈在所有領域中，只要輸入關鍵字就能找到相關資訊，但

是我們必須思考一點，網際網路上充斥著可信與不可信的訊息，使用者必須要

特別注意內容正確與否。 

  你是否曾經想過為什麼網路會產生不當資訊呢？事實上，就是因為網路資

訊具備了近用性、匿名性、即時性等特性，且都是透過網路進行傳遞，自然而

然地就容易造成不當資訊的產生。 

1. 不同軟硬體傳輸的問題：因為網路傳遞資料時，必須經過不同硬體或系

統，造成有些文字或圖變得跟原本不同。 

2. 缺乏資訊守門人的管理：網路資訊不像傳統出版品有編輯者審查，所以許

多資訊未經過專家控管、驗證，就到處傳播開來。 

3. 日期的可塑性：比如說資訊已過時，或是遭他人竄改日期等，使得網頁上

所註明的時間，有時變得不可信賴。 

4. 政黨、種族、性別等個人偏見：因為政黨、種族、性別等個人偏見造成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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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不公正的不當資訊。 

5. 惡作劇、開玩笑造成的網路謠言：因為惡作劇、開玩笑、惡意傷害造成的

網路謠言。 

 

⚫ 資訊驗證之重要性 

    隨著網路資訊不斷的快速增加，資料種類繁雜，如何在網際網路上取得合

乎需求的優質資訊，已然成為網路使用者重要的課題。此外因為網路也是一個

多元化的學習管道，所以若網路使用者在搜尋資訊時未能以批判性的思考角度

來檢視內容的正確性，那麼容易造成只會大量的搜尋資料以及接收資料，卻不

了解其意思，更無法理解其中隱含的意義並且產生自己獨創的想法。 

 

⚫ 如何驗證生成式 AI 所產出的內容 

1. 專家審查：請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內容審查。專家可以評估內容的準確

性、完整性和合理性。 

2. 實驗驗證：對生成的內容進行實驗驗證，以確保內容的可信度。 

3. 比對現有資料：將生成的內容與已知的真實資料進行比對。這可以通過查

找相關的文獻、資料庫或其他可信資源來實現。 

4. 多個模型比較：如果有多個生成式 AI 模型可供選擇，可以比較它們生成的

內容。如果多個模型都產生了相似的結果，那麼這可能會增加內容的可信

度。 

 

總的來說，想要驗證生成式 AI 所產出的內容可能需要結合多種方法和工

具，並依賴專家判斷，才能確保內容的可信度。 

資料來源：中小學資訊素養與認知網。《為什麼資訊需要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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