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斥謊言的時代，如何教導資訊識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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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美國總統的批評者大聲責難他散播「錯誤或引起誤會的言

論」，而總統及其支持者反指這些批評都是「假新聞」。我們這些老師

難免對資訊識讀感到擔憂。 

錯誤認知非常普遍，使大學課堂中的講課變得越加困難。許多教

授相信自己的主要職責是幫助學生認識這個世界，並在其中成長茁壯。

但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對這個世界有共同的認知。要順利走過

大學生涯並在之後的人生中邁向成功，學生必須能分辨真假、是非。

顯然，這沒有想像中簡單。 

愛荷華大學的修辭學教授，高等教育職業網之答問專欄作家大衛．

顧伯樂（David Gooblar）認為，不論教授什麼學科，課堂中都應該傳

授資訊識讀的能力，也就是了解、評估、應用資訊解決問題或回答疑

問的能力。可能有人不認為教導學生認識外面的現實世界是教授的份

內義務，但我相信這是必備技能。 

以下是將資訊識讀納入課程的幾個方法。 

首先可以和專家談一談。學校裡的圖書館員已經思考這個議題很

長一段時間了，可能有不少館員已定期和教授合作，教導學生搜尋資

訊的技巧。教授可以在學期開始前尋求圖書館員的協助，討論課程目

標，請教他們對於在教學及作業中納入資訊識讀的相關建議。 

《高等教育紀事報》一篇 2017 年的文章指出，近年來，教授資

訊識讀的重擔落到了大一作文課的指導老師肩上。文章中寫道：「必

修作文課時常肩負起教導學生批判思考及評估資料來源的責任。」不

過事實上，學習如何找到精確的資訊及分辨事實與虛假，應該是多數

課程及課堂作業的核心目標。 

教授當然也可以花一兩堂課的時間，請圖書館員直接向學生分享

經驗。不過我建議把目光放遠一點，整個學期都盡量找機會談到資訊

識讀，這並不是說要加入大量額外教材，因為可想而知，原本的課綱

就已經很豐富了。 

顧伯樂相信許多教授所指派的作業原本就包含請學生查詢並應

用資訊，不論是到圖書館追蹤第 2手資料的來源、評估實驗結果，或

是在教科書中找到正確的公式來套用。但顧伯樂建議再更進一步：把



 

作業拆分成數個階段，並要求學生每完成一步都停下來檢查，這時就

是引導學生正確分析資訊的好時機。 

如何引導呢？華盛頓州立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位

於美國華盛頓州溫哥華小鎮稱之溫哥華分校的結合網路學習主任麥

可．考菲德（Michael Caulfield）提供了以下的檢查清單，可以要求

學生針對每一條資料來源一一驗證檢查。 

 

˙這是什麼類型的資料來源？ 

˙是線上資料嗎？網域名稱是.com、.org、.gov還是.edu？ 

˙出版單位的意識形態光譜靠近哪一邊？ 

˙文章作者擁有什麼相關文憑、證照？ 

 

除了查驗資料來源，也要注意資料的內容。考菲德指出，很多教

授常犯一個錯誤，那就是只要求學生注意資料的來源。考菲德教授曾

於 2017 年撰文指出，過於強調資料來源很容易引發笑話，他的文章

寫道：「舉例來說，你收到一封可疑的信件，於是花了 20分鐘調查郵

差，打開信才發現，那是你媽寫的信。你說：『可是郵差是共和黨人

耶！』」 

調查資料來源的可信度是很好的出發點，不過往往不夠，更重要

的是評估言論本身，而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再查詢其他來源。 

 

(下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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