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12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媒體識讀與資訊判讀執行成果報告 

成果類型 
□課程計畫綱要  ■課堂案例分析/討論  □專題演講/諮詢  □作業/報告   

□其他： 

課程學類 

□公民類  □歷史類  ■延伸人學類  □一般倫理類   

□基礎物學類(自然科學與人工智慧導論、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延伸物學類   

□天學類  □我學類 

課程名稱 國際現勢 

授課教師 巫穎翰 

主題 公共意見與媒體識讀 

時間   112 年 11 月 16 日 15:10-17:00 地點 懷恩 201 

成效報告 

過往由媒體自身與政府擔任守門人(gatekeeper)的訊息篩濾機制已被大量新興傳播媒體與通訊

軟體取代。如今，假新聞、不實訊息結合 Deepfake 技術在 FB、X、TikTok、Line 等平台上流

傳，影響民眾認知與行為，使媒體識讀成為當代民眾須具備的技能。本課程將國際現勢的元

素與媒體識讀結合，以 1835 紐約太陽報的月亮大騙局(Great Moon Hoax)、1917 英國泰晤士

報的德國肥皂工廠與 2001 紐約時報的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報導為案例，說明歷史上的假

新聞為何被相信以及造成何種影響。本課程亦說明何謂認知戰，與資訊戰有何差異?對岸的認

知戰又有哪些模式?並以 TikTok 為例向同學說明該程式的爭議何在?並以 AI 及 Deepfake 技術

做為當代議題進行補充說明，使同學能透過本課程掌握有關不實訊息、認知戰等最新趨勢，

為新時代全球公民媒體資訊識讀素養打下良好基礎，最後本課程亦引導同學理解長輩們轉傳

的早安圖其實是一種數位社交行為，同學應予以體諒並善意回應，期許 3C 產品能成為隔代

溝通的良好平台而非隔閡。 

成果圖片 

  

▲以北約組織NATO的研究向同學說明認知戰同步還蓋

了人類領域與技術領域 

▲以 1835 年紐約太陽報的月亮觀察報導為案例向同

學說明假新聞並非當代獨有之現象 



  

▲以 TikTok 為案例，向同學說明為何許多國家都在考慮

禁止使用 TikTok 

▲向同學說明長輩透過 Line 群轉傳的早安圖其實是長

輩數位社交的嘗試，同學應予以鼓勵並善意回應。 

說明及注意事項： 

1. 本成果報告請於 112年 11 月 30 日前上傳至「媒體識讀或資訊判讀相關課程成果」CYCU 表單。CYCU 表

單連結：https://itouch.cycu.edu.tw/go/?w=2518@forms 

2. 請勿變更此表單格式。 

3. 有效之執行期間：112 年 1 月 1 日~112 年 12 月 31 日(於此期間之課程內容皆可列入此次成果) 

4. 「成果類型」與「課程學類」請將□選取後按右鍵，選擇■，以示為選擇該類型/學類。 

5. 若有多個成果類型或主題，請分開填寫，各別填寫一個檔案。 

6. 建議將成果報告檔案轉換成 PDF 檔再上傳，以免格式異常。 

7. 若無成果圖片，則無需檢附。圖片及照片請於上傳時提供 1~2 張原始檔案，格式為 JPEG，檔案名稱為「課

程名稱_圖片說明」。 

8. 預計將於年末放置在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官方網站與大家分享。 

9. 承辦人：黃宜焄 分機：03-2656883  信箱：yihsun@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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