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研究指出 13～17 歲的青少年容易相信網路上的陰謀論 

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 

Z 世代的青少年，從小即在手機與網路的陪伴下成長，也因此廣

受網路媒體的影響。美國非營利組織 Center for Countering Digital Hate

（CCDH）針對超過 1,000 名成年人和 1,000 名介於 13 至 17 歲的青

少年進行了關於社交媒體的使用及網路資訊的看法。這份調查向受訪

者提問他們是否同意幾個虛假資訊的陳述，包括反疫苗言論、反猶太

主義和 Covid-19 假新聞。 

報告結果指出 60%的青少年認同多數網傳的虛假論述，相較於成

年人多出 11%。其中，在社交媒體上花越多時間的青少年越無法有思

辨假訊息的能力。CCDH 的執行長 Ahmed 也提到這份報告是對人們

的一份警示，過度使用社媒不僅影響心理健康，也對社會造成了仇恨

言論與假訊息的負面問題。 

根據 Google 一份數據，40% 的  Z 世代喜歡用  TikTok 和 

Instagram 勝過於其他社交媒體，而過半數的青少年只使用這些社媒

來獲取新聞資訊，僅有 5% 的人閱讀報紙。最近 AI 人工智慧與

ChatGPT 的崛起更是惡化了這樣的情況，引發了許多大學教授的擔

憂。一位美國哥倫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通訊學副教授 Ioana Literat 即

提到 「 隨著人工智慧的崛起，以及生成式 AI 的方便性，我非常擔

心陰謀論與假訊息在社媒擴散規模將會大大提升」。 

CCDH 在該份報告提出了一個解決的框架，主要目的為避免社

媒與假訊息對社會負面影響的家具。該組織在 2022 年的全球網路危

害峰會上制定了這個框架，該峰會包括來自美國、歐盟、英國、加拿

大、澳州和紐西蘭的立法者。這個名為「Star」的立法改革框架，專

注於四個基本原則：安全設計、透明性、責任制和承擔過失。 調查指

出美國多數民眾支持這個框架，超過 70% 的人認同社媒產品應是透

明且安全設計。 

Common Sense Media 的專案經理 Daniel Vargas-Campos 說「現

代的國高中生在互聯網時代成長，但這並不意味著他們天生更善於辨

別假訊息，教師應該教導學生數位媒體素養，培養學生對於網路訊息



 

 

和內容來源的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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