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教育帶動型政府 建立「假訊息釐清平台」（下）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放送通信委員會表示，所需釐清之假訊息非由政府選擇，具體實

施方式尚在探討中。 

與此同時，今後還將開發並提供線上教育內容與假訊息釐清工具

給一般民眾、中學教師與媒體人士使用。並同時推廣有關社交媒體及

YouTube 等網路服務推薦原理（演算法）之教育，以提升數位媒體運

用能力。 

為培養市民的數位素養，將確立數位空間的定義並加強溝通與社

會參與方面的道德教育。同時將實施有關預防網路暴力、網路酸民等

網路負面效應之課程與有關正確使用媒體器材（智慧型手機）之教育。 

為推動本計畫，還將組成跨部會媒體教育支援體系。其目的在於

將各部會曾實施之媒體教育提升至中央層次，樹立與實施中央政府之

宏觀政策。 

不僅如此，該計畫將制定媒體素養指標，樹立提升整體國民媒體

素養之中長期政策方向。媒體素養包含：了解媒體來源與運作原理、

懂得以批判性視角看待媒體、適當製作與運用媒體等能力。 

此外，樹立媒體教育政策之跨部會民官諮詢委員會「數位媒體素

養委員會」也將上路。預計將制定包含媒體教育、人力培育以及支援

體系等內容的「（暫定）媒體教育支援法」。 

放送通信委員會放送政策局長楊漢烈（音譯）表示：「媒體教育

支援法曾在上屆國會被提出但最後不了了之，這次又再度浮上檯面。

各部會在媒體教育支援委員會的框架下擴大合作，就能實現國家層面

的系統性媒體素養教育。」 

同時他還補充說道：「國民的媒體素養水平參差不齊，為了達到

更有效的適性媒體素養教育，特別開發出評價指標作為參考。目前正

準備將政策研究課題委託相關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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