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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版項：二 O一八 年 一 月  初  版。 時報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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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書訊 (內容大意)                                                   

說明：關於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一百字~二百字(含標點符號)。 

 

書中的解剖員們藉由十二則真實案例，帶出經常被媒體過度渲染的偽科學議題像是世界末日、水逆等等，並為我們一一剖析

這些充斥在我們生活周遭的科學假新聞。從此類假新聞的來歷、性質到危害程度，解剖員們清楚地揭示了假新聞對社會以及日常

生活的影響，更告訴了我們如何擁有假新聞的照妖鏡—判讀的能力，避免掉入陷阱。沒有人能夠正確的判斷科學新聞的真偽，但
只要抱持著質疑的態度，便能讓自己的人生不再被誤導！ 

 

六、內容摘錄：  

說明：請摘錄書中有意義之文字，一百字~三百字，並務需註明摘錄文字出處之頁碼。 

例：………………………「p.154」請注意用英數小寫 

 

1、能被否定的就是科學，無法被否定的就不是科學。「p.53」 

2、人云亦云所造成的焦慮感，恐怕比肺麴病還要嚴重。「p.117」 

3、現今的科技社會分工精細，幾乎每個專領域都得透過媒體讓自己曝光，一來讓民眾可以了解專家的貢獻，二來也有利於爭取

各種經費。「p.160」 

4、科學新聞中摻雜了太多煽情的元素，導致過度情緒化或泛政治化，因而模糊真實科學樣貌的情形。「p.15」 

 

七、我的觀點 

說明：此部份即為分享個人對文章之心得與感想，需 1000字以上。 

 

 

「科學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但是新聞在意的卻只是快門的一瞬間。」在媒體充斥、資訊爆炸的現代，科技與媒體解開了我們

束縛，我們不只能主動的去追求，如洪水般的資訊更是搶上門來、生怕我們就這麼與他們擦肩而過。然而「免費的最貴」，這些裹

著「科學」糖衣的假新聞，對普遍缺乏科普意識的台灣社會來說帶來意想不到的代價。判讀科學假新聞的最好方法便是保持質疑

的態度，並且運用現代的傳播資源和資訊設備，讓自己逼進真相。 

 

科學假新聞最常見的起手式是「根據國外研究顯示……」，不僅因為台灣人對國外研究馬首是瞻，更是因為經過翻譯或轉述，

媒體能更輕易地渲染情節，原本實實在在的外國研究或報導，搖身一變成了危言聳聽的假新聞，不只如此，各方面專家們的發言

或名號也成了科學假新聞移花接木的頭號首選。例如本書一則有爭議的科學新聞媒體報導「別自作多情了，狗狗其實不喜歡被抱？」

根據加拿大史丹利.柯倫教授的研究顯示發現，從兩百五十張抽樣照片中有 81.6%的狗狗被人類擁抱時出現緊張、焦慮的表現、而

只有 7.6％的狗狗會表現舒服的樣子，可見狗狗不喜歡被人抱！然而，根據科倫教授自述，只是某天參加了狗狗舒壓日，發現一

位女子擁抱他的狗時，狗狗出現了緊張的神情，因此教授因緣際會之下隨性的做了抽樣照片的動作，這只是一個十分個人化且趣

味性的經驗分享。但經手媒體，卻將此變為正式的研究報告，並作為佐證呼籲大家別再抱狗狗了，讓許多愛狗人士們陷入恐慌。

這類假新聞，根本原因在於，這原本就不是一個正式的研究！我們應該做的第一步是檢視是否有不合理的疑點、原始「研究」怎

麼來的?更何況這個研究本身疑點重重，首先照片抽樣數不足且來源不明，且我們也無法確定是否只有「抱抱」這個動作影響了狗

狗的情緒。第二步查證是否確實來自於一份嚴謹的科學研究，這樣才不會冤枉了自己，陷入恐慌！ 

 

另一則「氣候亂象！霍金：最快 2030世界末日？」已故的霍金博士堪稱當代最優秀物理學家，時不時也會預警人類給予忠告，

難道令人恐慌的世界末日將發生於 2030？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報導中提到 2030 將因太陽活動減少 60%而進入小冰期導致世界末

日，作為依據的是一則英國每日郵報新聞，但該報導內容只有報出太陽活動減少，有可能進入小冰期，經過轉述後，竟被加油添

醋一番，成了世界末日預言的強力證據。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霍金博士從來沒有發表過關於太陽活動與世界末日相關的言論，

媒體很可能是對霍金博士在 Big Think網站上受採訪的內容過度解釋，霍金認為人類在幾百年內很難避免重大災難，因此不應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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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地球，應該積極向太空發展。此段談話重點在於人類必須對未來的風險及科學有基礎認識，才能做出明智的選擇。顯然媒體劃

錯重點，「腦補」的能力讓人堂目結舌。我們應該做的是冷靜思考，不要被一些標題裡大咖嚇到。第一步檢視標題，通常誇大的標

題如「世界末日」、「世界第一」、「史上最慘」等等都是假新聞。第二步檢視新聞是否過於偏頗，細看內容裡各個事件的因果關係，

有時 A導致 B，B導致 C，但不代表 A會導致 C。最後，查證報導裡的科學知識，避免受到誤導！ 

 

現今的媒體已經失去了過往「監督」及「篩選」的功能，在點閱率、訂報率、收視率的壓迫下，衡量新聞報導的，不再是內

容的優劣，而是「流量」。近來吵得沸沸揚揚的「肝膽排石法」，說穿了也是一件科學假新聞事件，網紅艾莉莎莎向大眾推薦了一

個未經證實的自然療法，而肝膽排石法本身有許多瑕疵，甚至對人體健康有害。不過其實艾莉莎莎並不是有意的散播假消息，因

為台灣人普遍缺乏科普意識，容易輕信不實消息，最終導致了此事件。因此「如何成為耳聰目明的閱聽人？」，面對滿天飛的科學

假新聞，媒體識讀能力以及科學素養可說是必需裝備，當訊息進來時，必須有反思的能力，剖析新聞內容，從不同事件的前後、

因果關係下手分析，並釐清該報導裡的引用出處為什麼位階的學術發表，專欄文章到學術期刊，裡面的可信度以及嚴謹度天差地

遠。切勿只看過新聞標題，必須瀏覽內容，才能免於上了聳動標題的當。 

 

每當假新聞事件或是腥羶色新聞出現時，我們總是怪罪媒體，但從根本來看，組成這個社會，引導社會文化走向的是「我們」，

也就是人民，媒體不過是投其所好罷了，與其一味撻伐媒體，改變社會風氣才是治本之道。但改變一個社會，是一個緩慢且艱辛

的過程，我們也不可能學會我們需要的所有科學知識，這也是為何新課綱強調「素養」，強調科學精神。利用探究與實作課程所學

習到的論證方法便能檢驗新聞是否出現過度推論的狀況，經過平時實驗設計的練習以及討論，我們可以試著去挑出新聞裡實驗的

瑕疵以及矛盾點，不只一項的操縱變因等等。培養科學思考的能力，掌握關於科學的概念並且操作這些概念來做出判斷，訓練我

們成為聰明的閱聽人，讓我們更能從容地應對假新聞。 

 

科學素養及媒體識讀能力的倡導才能使台灣社會免於假新聞所害。科學的精神是對萬事保持好奇，保持質疑的態度，只要我

們保持質疑的態度，科學假新聞也能輕鬆擊破。 

 

 

八、討論議題 

說明：請針對書籍內容至少提出一個相關的討論議題。 

 

1、面對宗教或傳統迷信的假新聞，除了科學素養我們還需具備什麼？ 

 

2、當身邊的親友陷入假新聞的陷阱時，我們該如何勸說他們，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 

 
 

備註:同學撰寫閱讀心得，切勿抄襲，務請自重! 


