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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媒體識讀跨領域教案 

課程 

名稱 
媒識看新聞  看新聞媒識 領域 

健康與體育（健

康）、綜合活動 

教學 

年級 
六年級 單元節數 共 3節  

教材 

來源 

1.康軒 6上第一單元健康用網路 

2.康軒 6上第二單元合作我最行 

3.國語日報 112年 6月 8日第 13教育版 

《婦女產下 17胞胎是真是假？》 

4.網傳《吃完柿子／柚子千萬别喝優酪

乳，也不能吃香蕉，會中毒。有個孩子還

沒到醫院就往生了？》、《奧運射箭銀牌

選手迪凱奇是臨時參賽嗎？》、《塑膠袋

不能放冰箱》影片。 

5.臺灣事實查核中心網站 

教學者 詹明霞、陳彥良 

教學 

目標 

1.能說出辨識假新聞的原因。 

2.閱讀媒材後，用適當方法辨識假新聞。 

3.善用工具查核假新聞。 

4.培養使用媒體、思辨媒體的行動轉化與實踐。 

5.能主動發表自己論點與論據並與他人溝通意見。 

6.聆聽他人發表的內容，能適切地歸納、摘要與提供建議。 

融入 

議題 

【閱讀素養】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 的文本閱讀策略。 

閱 E5 發展檢索資訊、獲得 資訊、整合資訊的數 位閱讀能力。 

閱 E10 中、高年級：能從報章雜誌及其他閱讀媒材中汲取與學科相關

的知識。 

108 

新課綱 

學習表現 

3b-Ⅲ-3 能於引導下，表現基本的決策與批判技能。 

2c-III-1 分析與判讀各類資源，規劃策略以解決日常生活

的問題。 

學習內容 

Ea-Ⅲ-3 每日飲食指南與多元飲食文化。 

Bc-III-1 各類資源的分析與判讀。 

Bc-III-2媒體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Bc-III-3 運用各類資源解決問題的規劃。 

十二年 

國教 

核心 

素養 

總綱核心 

素養項目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 的系統思考與後設

思考 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 有效處理及 解決生

活、生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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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公民，循序漸

進，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意識，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

極參與社會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而展現

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領域核心 

素養內涵 

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

驗與實 踐，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綜-E-A2  

探索學習方法，培養思考能力與自律負責的態度，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健體-E-C1  

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 德知識與是非判斷能

力，理解並遵 守相關的道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懷

社會。 

綜-E-C1  

關懷生態環境與周遭人事物，體驗服務歷程與樂趣，理解

並遵守道 德規範，培養公民意識。 

設計 

理念 

 

在數位時代，資訊的傳播速度極快，社交媒體和新聞平台每天都充

斥許多訊息。學生需要具備批判性思維和媒體識讀能力，學會如何辨別

真假新聞，批判分析新聞來源，避免被假新聞誤導。假新聞無孔不入，

提升學生的媒體素養，培養他們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中秋節前後，恰巧學生跟同學聊起「吃[詹明霞1]柚子不能喝優酪乳」

新聞，於是希望培養學生媒體識讀能力，從生活中學生有興趣且有討論

話題的新聞開始，辨別假新聞減少錯誤訊息的傳播。假新聞的選擇而假

新聞往往帶有誤導性，學生說可能有誘導性資訊來影響選舉結果或是以

點擊率為導向，發布誇張或虛假的資訊，吸引流量以賺取廣告收入或是

利用人們的情緒反應等快速擴散。引導學生辨別新聞來源的方法及確認

是否來自可信媒體，學會分析新聞中是否包含情緒性字眼，學習如何在

讀到煽情報導時保持冷靜、客觀。透過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資訊，教導

學生使用事實查證工具來驗證新聞真偽。建立自己的媒體識讀能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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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動、敏銳的媒體閱聽者。 

教 

學 

活 

動 

節

次 

活動 

名稱 
教學活動重點 

1 

 

真假食

安問題 

吃柚子配優酪乳、香蕉「會往生」？！ 

以三家不同新聞媒體所報導同一新聞事件進行訊息整理。 

1. 閱讀新聞標題。 

2. 以5W1H做為閱讀方法。 

3. 追蹤佐證資料。 

2 

如何辨

識網路

錯誤訊

息？ 

「奧運射箭銀牌選手迪凱奇是臨時參賽嗎？」及「塑膠袋

不能放冰箱」影片 

1.討論假影片傳播原因。  

2. 解讀文章背後動機。 

3.假新聞特徵廣告連結陷阱。  

3 

 

金氏世

界紀

錄？ 

1.閱讀「婦女產下17胞胎是真是假」的新聞。 

2.運用ORID做回饋省思。  

3.質疑與查核。 

學生 

先備 

經驗 

探討 

1.學生曾在生活中聽過或看過假新聞相關資訊。  

2.學生對假新聞有興趣。 

3.班上有讀國語日報經驗。  

教學 

準備 

教師準備：網路假新聞、ppt、學習單。 

學生準備：鉛筆盒。 

教學活動 

活動一：真假食安問題 

  （一）閱讀標題：請告訴週邊的人員，現在是柚子上市季節.吃完袖子千萬

别喝優酪乳，也不能吃香蕉會中毒，已經上新聞了。有個孩子還沒到醫院就往

生了。誰的群組多，相互轉發一下，多做好事，會功德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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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有這麼嚴重嗎？看起來好可怕。 

    S2：有可能嗎？我常常這樣吃啊！ 

  （二）以三家不同新聞媒體所報導同一新聞事件進行訊息整理。 

  1.閱讀新聞標題。 

  2.以 5W1H做為閱讀方法。 

  3.追蹤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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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回饋： 

     1.營養師提到柿子加上優酪乳容易消化不良但不會中毒。 

     2.醫生表示沒有任何水果配優酪乳會中毒。 

   （三）破解假新聞方法 

    準確性－看看標題、時效性－檢視時間、客觀性－查資料、涵蓋性－確認

排版、權威性－確認來源。 

（四）老師分享查核管道 

LINE訊息查證、MyGoPen、台灣事實查核中心、Cofacts 真的假的。 

活動二：如何辨識網路錯誤訊息 

（一）「奧運射箭銀牌選手迪凱奇是臨時參賽嗎？」、「塑膠袋不能放冰箱」   

  影片 

 

 

圖片來源：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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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MyGoPen 網頁  

1.討論假影片傳播原因。  

2.解讀文章背後動機。 

 

 

     學生回饋： 

     1.食藥署提醒減少使用塑膠類容器並交替使用各類材質，減少塑化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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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維持身體正常代謝機能。 

     2.土耳其射擊選手新聞上網查資料，查翻譯或看原文判斷新聞真實性。 

（二）假新聞特徵廣告連結陷阱 

請學生依辨識假新聞特性討論以下圖檔新聞真實性。 

 

1.網路訊息辨識方法。 

2.從訊息或圖片查證真實性． 

3.請學生回饋辨識假新聞的絕招。 

   方法：資料來源、查核作者、詳細閱讀、向專家請教、檢查發布日期。 

活動三：金氏世界紀錄？ 

   （一）全班一起閱讀「一個印度媽媽一胎生17個寶寶全數存活，破金氏世

界紀錄」的網路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P8orc5PE3k&app=desktop 

 

   （二）學生討論分享看法 

  S1：不可思議，全部嬰兒都存活。  S2：17個嬰兒要怎麼照顧？ 

  S3：17個寶寶在肚子裡，孕婦走路可能有問題。 

  S4：17個寶寶都穿一樣的衣服，照片有點怪怪的？ 

  S5：看不出是哪個網站傳的？找不到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P8orc5PE3k&app=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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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語日報真假新聞追追追（112年6月8日第13版） 

   

  （四）運用ORID做回饋省思 

 

 
學生：17胞胎好像就過於誇張，遇到假新聞上網查資料。 

 

以報紙內容與學生做新聞澄清：事實查

核與世界金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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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很多圖片都會造假騙流量。上網查資料發現這張圖片是假的，其實只

生了6個小寶寶。 

 
學生：新聞畫質差，就算真的也會夭折幾個。 

 
 

與學生討論新聞標題 學生討論新聞並寫下重點 

  

討論假新聞標題 辨別假新聞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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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省思： 

學習單設計分為三個重點。第一節以「真假新聞」做新聞內容摘要及閱讀，

主要是希望學生除了閱讀標題，內容也要閱讀，因為訊息判斷就隱藏在內文中。

以表格呈現，透過內容擷取，培養學生摘要的能力，並比較不同媒體報導的角度

以及訪問的專家類型作比較評估。第二節以「如何辨識網路錯誤訊息」為發想，

透過了解消息來源、檢查上下文、解讀文章背後動機及做調查四項步驟，釐清假

新聞的「假」到底「假」在哪裡？散播假新聞的目的等，學生從討論中發現，就

是要博取流量、騙讚，造成社會恐慌。前二張學習單以小組討論完成。第三節以

「婦女產下 17胞胎」為題做 ORID的思考，「一個印度媽媽一胎生 17個寶寶全數

存活，破金氏世界紀錄」光看到標題就覺得驚悚且難以置信，藉由客觀觀點看新

聞寫下想法（O）以及寫下自己的情緒感受（R），讓學生感受假新聞帶給每個人的

感覺是不同的。透過個人完成「婦女產下 17胞胎」的學習單，觀察新聞案例，撰

寫記錄與反思。記錄下自己的行動內容與行動的感受、想法。 

社會大眾對媒體的依賴越來越高，然而「假新聞」情形如影隨形，提升學生

媒體識讀的能力，培養敏銳的觀察力與思考力，進而試圖對觀察到的媒體現象展

開辨識，在行動中可以把結合批判思考與溝通表達的能力，學習如何將想法傳遞

給他人。 

媒體識讀沒有課本，但它是學生應具備的能力，透過課程，讓學生勇於質疑

廣為流傳似是而非的新聞，學習識破假新聞和媒體操作，也幫助學生面對對不實

資訊的判斷力。邁向未來，建立自己的媒體識讀能力，成為主動、敏銳的媒體閱

聽者。 

網路資料來源： 

1.LINE訊息查證、MyGoPen、台灣事實查核中心、Cofacts 真的假的。 

2.國語日報、中視新聞、聯合報。 

3.食藥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